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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推进三农新发展
——二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什么是现代化？中国应该如何实现现
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怎么走？100多
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
践和艰辛的探索，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
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
还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本质
要求、战略安排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
则，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论述，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征程上，我们奋进的
目标任务更加清晰、前进路径更加明朗。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世
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
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多姿
多彩的世界，必然也意味着多样多元的现
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
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拓展
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给世
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
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
方案。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从现代化发展全局来看，没有
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
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当前，农业

现代化还是“四化同步”发展的短腿，农村
发展还很滞后、城乡差距依然明显，现代
化建设不能“三条腿长、一条腿短”，也不
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
村”，迫切要求我们尽快补齐农业农村发
展的短腿、短板，使其尽快跟上国家现代
化的发展步伐。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来看，要
求我们必须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重要
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
代化，最紧要的是解决好14亿人口的吃饭
问题，首要课题就是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国
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农业农村是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和着力
点，这要求我们必须把提高农民收入、促
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摆在突出的位置；中
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其本质要求是“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浸润着千年
传承的农耕文明，凝结成各色宝贵的文化
遗产和民风民俗，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
来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核；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农村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90％以上，居住
着5亿多人口，若没有农业的绿色发展、农
民的绿色生活、村庄的绿色建设，又何来
绿色中国；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现代化，中国这样一个体量的大国，解
决好自己的吃饭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的
贡献。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与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的资源禀赋、人口结构、人文
历史、社会制度都有不同，在农业农村现代

化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情况像我们这样复
杂，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模式可以简单套用
过来。必须立足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情，找
到一条“中国式”的发展路径。

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的
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亿万小农户
的发展问题，通过专业化的社会生产服务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从社
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出发，中国的农业
农村现代化，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不断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
涵，兼顾农业增效和农民共富两大目标；
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农业资源禀赋多
样性的现实条件出发，中国的农业农村现
代化，必须坚持因地制宜，走多元化的发
展路子；从五千年农耕文明历史底蕴出
发，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敬畏历
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推动现代科技文
化与传统文明的有效融合；从中国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历史趋势出发，中国的农
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耐
心，不能着急赶着农民进城，要通过亦工亦
农、亦城亦乡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在城乡间
进退有据、来去无忧。

奋进的号角已经吹响，当前距离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只有不到三个
五年规划期了，面对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艰巨任务，我们要全面学习把握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振
发展的信心，加快前进的步伐，让农业农村
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让全面现
代化的质量更高、成色更足，让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可及。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 30 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书记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组织开展集中宣
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
大精神上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团结奋斗。

蔡奇指出，党的二十大是一次高举
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为新
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
立了行动指南。 （下转第二版）

蔡奇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上强调

精 心 组 织 开 展 集 中 宣 讲 活 动
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

标题新闻
□□习近平就韩国首尔踩踏事故向韩国总统尹锡悦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电）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
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党
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作出如
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 10 月 16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这是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
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了
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党的二十大主题，
回顾总结了过去 5 年的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对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对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全面部
署。大会批准了习近平同志代表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批准了十
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审 议 通 过 了《中 国 共 产 党 章 程（修 正
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习近平同志的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
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
动指南，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
章程（修正案）》体现了党的十九大以来
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
果，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重要
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对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的建设、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明确要求。

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一批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奋发有为
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充分显示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旺、充满
活力。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
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
二十大精神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坚持
全面准确，深入理解内涵，精准把握外
延。要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学习党的二
十大报告和党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的主题。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
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这是党的二十

大的主题，明确宣示了我们党在新征程
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重
大问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要郑重宣示，全党必须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
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
道不变、志不改，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是要郑重宣示，全党必须恪守伟大
建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意志品质，确保
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是要郑重宣示，全党必
须 保 持 自 信 果 敢 、自 强 不 息 的 精 神 风
貌，保持定力、勇于变革的工作态度，永
不懈怠、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使各项工
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
造性。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
（2022年10月29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30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 30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
过了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黄河保护法、新修订的畜牧法；
决定免去陈文清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职务，任命陈一新为国家安

全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122、123、124、125 号主
席令。栗战书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新修订的畜牧法全文见第三版，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
法、黄河保护法全文见中国农网）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黄河保护法、新修订的畜牧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习近平总书记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发扬延安精神和红旗渠精神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胡明宝 王帅杰 范亚旭

10 月 26 日至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陕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阳市考察并作
重要讲话，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
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扬延安

精神和红旗渠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10 月 2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乘车
前往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深入
果园、苹果洗选车间，考察调研当地乡村
振兴工作情况。总书记指出，陕北大力
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

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
温暖的话语、深切的关怀、巨大的鼓

舞，让老区人民心潮澎湃、久久难忘，更增
添了他们壮大苹果产业的信心和力量。

“总书记一下火车就来到南沟村考察
调研。”南沟村驻村干部张光红说，“总书记
与在果园劳作的群众亲切交谈，像久别的
亲人一样关心群众。” （下转第二版）

近日，游客在福建省霞浦县三沙镇花竹村海边拍摄海上养殖区日出景观。金秋时节，
海洋养殖大县霞浦县海域上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每天的早晨和傍晚是渔民出海劳作、
归港返家的繁忙时段，渔船在广阔的海洋牧场里穿行游弋，收获紫菜、生蚝等水产品，描绘
出一幅幅美丽的大海渔耕图。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霞光谱出致富曲

本报讯 今年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
严重自然灾害影响，全力稳定生产保供
给，聚力巩固成果守底线，着力加强建设
促振兴，农业农村经济总体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第一产业增加值 54779 亿元、同
比增长 4.2%，为保民生防通胀、稳定经济
大盘提供坚实支撑。

粮食生产稳定向好，全年粮食有望再
获丰收。夏粮早稻丰收到手。夏粮产量
2948亿斤，比上年增加 28.7亿斤。早稻产
量 562.5亿斤，比上年增加 2.1亿斤。秋粮
有望再获丰收。今年东北、黄淮海、西北

地区光温水匹配较好，秋粮长势是近几年
最好的，南方高温干旱影响总体有限。目
前，秋粮收获近九成。大豆油料扩种成效
明显。启动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
程，扩大粮豆轮作规模，推广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超过 1500万亩，大豆面积增加
较多。夏收油菜籽面积、单产、总产实现

“三增”，花生、油葵等其他油料作物呈稳
产态势。秋冬种进展总体顺利。冬小麦
播种过八成，冬油菜播种过七成。

肉蛋奶果菜鱼平稳增长，“菜篮子”产
品供应量足质优。生猪生产稳定发展。
前三季度，猪肉产量 4150 万吨，同比增长
5.9%。9月底生猪存栏 44394万头，同比增
长 1.4%。其中，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4362万

头，连续 5 个月增长，产能处于合理水平，
后期市场供应有保障。牛羊禽肉和水产
品稳定增长。前三季度，牛肉产量 485 万
吨、同比增长 3.6%，羊肉产量 346 万吨、同
比增长 1.5%，禽肉产量 1730 万吨、同比增
长 1.7%，禽蛋产量 2499 万吨、同比增长
2.7% ，牛 奶 产 量 2709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7.7%，水产品产量 4515 万吨、同比增长
3.9%。蔬菜水果供给增加。9 月底全国
蔬菜在田面积 9498 万亩、同比增加 150
万亩。水果进入集中上市季，产量稳定、
品种丰富。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农
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7.5%以上，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供给进一步增加。 （下转第五版）

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