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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七论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本报及时推出七本报及时推出七
篇乡村振兴系列评论员文章篇乡村振兴系列评论员文章，，按照建设怎样的乡村按照建设怎样的乡村、、怎样怎样
建设乡村建设乡村、、钱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什么人来建设什么人来建设、、用什么机制来建用什么机制来建
设设、、建设中需要注意什么建设中需要注意什么、、如何形成合力的逻辑链条如何形成合力的逻辑链条，，层层层层
剖析解答剖析解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批示肯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批示肯定，，中宣部中宣部《《新新
闻阅评闻阅评》》高度评价高度评价：：七篇评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七篇评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统领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刻阐释了乡村振兴这个历史性课深刻阐释了乡村振兴这个历史性课
题题，，体现了体现了““三农三农””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和思想动力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和思想动力。。

2018年9月——《中国农民礼赞！》

““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
的节日的节日。。本报深刻认识到本报深刻认识到，，这不只是亿万农民庆丰收这不只是亿万农民庆丰收、、晒晒
丰收的节日丰收的节日，，更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更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在首个中国在首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到来之时隆重推出此文农民丰收节到来之时隆重推出此文，，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对广大农
民的深切关怀民的深切关怀。。文章刊发后文章刊发后，，新华社全文播发通稿新华社全文播发通稿，《，《新闻新闻
联播联播》》进行了专题播报进行了专题播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等多家中央媒体在头等多家中央媒体在头
版全文转发版全文转发。。

2012年8月——
《中国粮食稳定发展道路的中原实践》

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和粮食大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和粮食大省，，河南在河南在20122012年年
夏粮再度实现增产夏粮再度实现增产，，取得了难得的取得了难得的““十连增十连增”。”。本报社长唐本报社长唐
园结带队赴河南深入采访园结带队赴河南深入采访，，通过系统梳理河南通过系统梳理河南““十连增十连增””的的
奋斗历程和生动实践奋斗历程和生动实践，，揭示了中国粮食稳定发展的一般规揭示了中国粮食稳定发展的一般规
律律，，给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发展以启示和借鉴给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发展以启示和借鉴。。文章刊发文章刊发
后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回良玉给予批示肯定回良玉给予批示肯定，，中宣部对本文进行专题阅评中宣部对本文进行专题阅评。。

2000年5月——
《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

20002000年春耕时节年春耕时节，，时任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时任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党党
委书记李昌平委书记李昌平，，因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因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镕基写信反映基写信反映““农农
民真苦民真苦、、农村真穷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业真危险””的的““三农三农””现实问题而备现实问题而备受受
关注关注。。本报湖北记者站记者得知线索后本报湖北记者站记者得知线索后，，当即前往并走村当即前往并走村
串户采访农民核实串户采访农民核实，，对对““心里话心里话””的内容进行了挖掘的内容进行了挖掘，，并配并配
编者按就编者按就““落实党的政策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展开讨论展开讨论。。文章文章
对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对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获第十一届中获第十一届中
国新闻奖三等奖国新闻奖三等奖。。

1992年1月——《八百公里跟车记》

19921992年初年初，，几位农民向本报反映运销途中关卡林立几位农民向本报反映运销途中关卡林立，，
乱设卡乱设卡、、乱收费乱收费、、乱罚款乱罚款““三乱三乱””横行问题横行问题。。本报本报33位年轻记位年轻记
者从山东苍山出发者从山东苍山出发，，坐在农民的运菜车上一路采访至北坐在农民的运菜车上一路采访至北
京京，，并将目睹的种种并将目睹的种种““关卡关卡””和和““三乱三乱””据实写成报道据实写成报道。。文章文章
刊发后刊发后，，国务院专门组织多部委全面整治流通渠道国务院专门组织多部委全面整治流通渠道，，催生催生
了延续至今的鲜活农产品了延续至今的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绿色通道””政策政策。。该报道也成该报道也成
为我国农产品流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作品为我国农产品流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作品，，获第三届中国获第三届中国
新闻奖二等奖新闻奖二等奖。。

1983年7月——《化肥追踪记》

19831983年春年春，，全国范围内化肥供应十分紧张全国范围内化肥供应十分紧张。。河南省开河南省开
封市读者来信提供了当地层层批封市读者来信提供了当地层层批““条子肥条子肥””的新闻线索的新闻线索，，本本
报记者实地采访报记者实地采访2020多天多天，，形成了此篇报道形成了此篇报道，，反映了当地反映了当地““公公
社批社批、、县里批县里批、、地区批地区批，，层层批层层批‘‘条子肥条子肥’”’”的现象的现象。。报道被报道被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等全文转载等全文转载，，中央纪委中央纪委、、原农业部等组成联合原农业部等组成联合
调查组调查组，，对各地整治对各地整治““条子肥条子肥””问题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问题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
用用。。该报道获该报道获19831983年度全国好新闻奖年度全国好新闻奖、、全国农村十年改革全国农村十年改革
好新闻荣誉奖好新闻荣誉奖。。

1988年10月——《万张欠条 带来五难》

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末年代末，，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购粮资金严但购粮资金严
重短缺挫伤了农民种粮卖粮的积极性重短缺挫伤了农民种粮卖粮的积极性。。读者胡士华来信读者胡士华来信
反映反映，，湖北孝感市花西乡粮店收购中稻时无钱付给卖粮农湖北孝感市花西乡粮店收购中稻时无钱付给卖粮农
民民，，打出万张白条打出万张白条。。本报核实清楚情况后本报核实清楚情况后，，刊发了这篇读刊发了这篇读
者来信者来信，，推动当地迅速解决问题推动当地迅速解决问题。。事后事后，，湖北省孝感市三湖北省孝感市三
汊镇东桥村委会代表来到报社赠送汊镇东桥村委会代表来到报社赠送““真真””字匾表达敬意字匾表达敬意。。
该报道获该报道获19881988年度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年度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全国农村十年改革全国农村十年改革
好新闻一等奖好新闻一等奖。。1988年4月——

《正确对待农业 平等对待农民》

2020 世纪世纪 8080 年代末年代末，，我国粮食生产出现波动我国粮食生产出现波动、、农民利农民利
益受损益受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
识不深识不深。。本报记者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本报记者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评论发撰写评论发
声声，，提出粮棉生产徘徊的直接原因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提出粮棉生产徘徊的直接原因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
到影响到影响，，深层次原因是重工轻农思想作祟深层次原因是重工轻农思想作祟，，指出按市场规指出按市场规
律办事的关键是正确对待农业律办事的关键是正确对待农业、、平等对待农民平等对待农民。。这篇报这篇报
道集中体现了本报道集中体现了本报““为农民说话为农民说话””的坚定立场的坚定立场，，获获 19881988 年年
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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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与农村改革同行的40年，正是见证大国“三农”的40年。我们
见证了时代潮汐的波澜壮阔、书写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巨变、体味了“三农”脉
动的喜怒哀乐。我们不仅是伟大时代的记录者、讴歌者，更是推动者、奋斗
者。40年来，我们对“三农”的感情、责任始终如一，“为农民说话”的立场一
以贯之。今天，让我们重温这些记录了光荣与梦想的篇章——

2004年2月——
《又一个“三农”事业发展的春天》

2004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
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 21 世纪以来
首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增收问题
提出总体要求。本报及时刊发全文并推出社论《又一个

“三农”事业发展的春天》，围绕文件出台的现实背景、
重大意义和历史影响进行深入剖析，鼓舞人心、催人奋
进。此后至今，本报形成了每逢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必做
权威解析的传统。

2006年7月-11月——
“城乡同命不同价该不该走向终结”大讨论

“同命不同价”这种在交通事故人身赔偿中城乡有别
的做法一直饱受诟病。2006年7月-11月，本报展开了“城
乡同命不同价该不该走向终结”大讨论，先后报道了各地
不同做法，广大专家学者、司法工作者、农民等踊跃来稿，
并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追踪报道，最终促成最高人民法
院修改相关司法解释，让这一歧视性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走
向终结，促进了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1998年12月——
《中国农村改革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本报伴随中国农村改革应运而生，在农村改革20周年
之际推出纪念特刊，一次出报20大张共80版，为中国新闻
史首创。特刊一版刊发题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编辑
部文章，其余版面以恢宏的气势和丰富的内容展示中国农
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宣部《新闻阅评》予以高度评价：

《纪念特刊》气势恢宏，构思精巧，图文并茂，颇具匠心，讴
歌了广大农民的创造力，讴歌了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三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2011年11月——
《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浙江范本》

发展现代农业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延续数千年的国度中，如何
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目标，
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浙江既保粮食安全又实现农业高效、
生态，走出了一条富有成就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本报采
访组深入浙江多地调研采访，总结提炼浙江经验，为各地
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启示和借鉴。长篇通讯刊发后，习近平
同志作出重要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