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今年我市将培育30个农作物新品种 打造100个以上省级和美乡村

报告解读
关键词：“三农”工作

在莱西智慧玻璃温室内种植的番茄。 资料图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青
岛市将深入挖掘开发地方优势种质
资源，培育农作物新品种30个。扎
实推进10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建设，创建2个以上省级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示范区。完成260个村庄生
活污水治理、15万户清洁取暖改造，
建设养护“四好农村路”600公里，打
造100个以上省级和美乡村。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一体推进农业
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报告摘登
扎实做好“三农”工作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严守耕
地保护红线，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单
产提升行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
产量稳定。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
动，加快建设青岛国际种都。支持
清原种业等领军企业开展国家级
重大良种攻关。推动中国农科院
生物育种研究院落地。支持青岛
蓝色种业研究院发展，实施“蓝色
良种”工程，加快打造全国水产种
质研发创新高地。深入挖掘开发
地方优势种质资源，培育农作物新
品种30个。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发
展，建设30个标准化生产基地，实
施 12 个精深加工产能提升项目，
新培育 3 家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积极创建全国首批现
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新增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0个以上。

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扎实做
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工
作。完成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任务。推进全国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规范化整市试点。积极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加快培育壮大
强村共富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深入实施乡土人才培育计划
和“寻找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加快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深化莱西市省级城镇化建设试
点，开展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扎
实推进10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片
区建设，创建2个以上省级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示范区。持续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完成260个村
庄生活污水治理、15万户清洁取暖
改造，建设养护“四好农村路”600公
里，打造 100 个以上省级和美乡
村。深入实施农村供水水质提升行
动，新增规模化供水村庄 100 个。
健全城乡环卫一体化长效机制，加
快提升农村环境卫生水平。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3 年我市乡村振兴成效明
显，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现代农业、乡村建设、农村改革
等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2024年，我市将扎实做好“三
农”工作，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上奋力争先。青岛市社会
科学院农业农村所负责人、副研究员刘振磊认为，要一体
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在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
村活力、促进城乡融合三大领域重点发力，加快建设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应
用。现代农业是农业强市的根基所在，必须聚焦种质资
源、技术装备等前沿领域，深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领
现代农业技术创新，建设青岛国际种都。树立“大食物
观”，发挥青岛海洋育种优势，深入推进“蓝色良种”工程，
建设全国水产种质研发高地。应当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
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有力支持农业龙头企
业发展，推动农业技术应用，特别是结合本地土地资源禀
赋，积极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和高价值农业，有效提高作物
单产量与亩均收益。

第二，依靠制度改革驱动，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首先，应当继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创新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促进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更好发展、农民财产权利更好实现。其
次，应当加快农业经营制度创新。以提升农业“三率”
为目标，加快培育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经营
集约化、组织化和产业化水平。再次，应当高度重视乡
村人才振兴，通过制度改革有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
一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拓展各类人才服务
乡村振兴的政策空间。

第三，以示范片区建设引领和美乡村提档升级，促进
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公共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在特定
时期选定特定区域建设一批示范片区，是建设和美乡村
的有力突破点。一方面，以重点建设汇集财力、物力和人
力，成就一批示范区，为其余乡村确立学习、追赶的目标，
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此外，通过示范片区建设验证
思路、积累经验，从而适时调整工作方案。

在示范片区建设过程中，应更重视后期运营以及发
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多元投入的作用。一方面持续加大乡
村建设投入，争取在短时间内改变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的相对落后面貌；另一方面更应重视乡村地区
自我造血能力的培养，把和美乡村的环境优势尽快转化
为资源优势、发展优势，把乡村振兴由政府“唱主角”发展
为政府主导、多元扶持、自主运营，建设成为富有活力的
现代化乡村典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现代设施农业作为新
时代新征程，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
撑，对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大力发展现代设施
农业等问题，市人大代表马铁民建议，统筹一般农
田用地指标规划，开展大型智慧玻璃温室建设。
一是将零散一般农田用地集中连片规划，发展现
代设施农业，带动绿色能源、新材料等前沿科技在
现代农业的应用；二是对现有传统大棚实施分类
提升工程，建议对年久搁置大棚在原址实施拆除
建新，对能正常使用传统大棚进行升级改造，通过
软硬件设施应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满足现代设施农业融资需
求。建议我市出台措施鼓励地方投资平台、银行、金
融机构等开发专项金融产品，丰富融资形式。支持
在我市设立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基金，适当提高财政
出资比例，设置灵活的投资和退出机制。实施现代
设施农业“卡脖子”技术攻关，加快软硬件装备国产
替代。一是我市率先制定现代设施农业设计、建设
规范标准，填补国内空白。二是设立专项研究课题，
重点攻克作物模型建模等核心技术。三是支持开
展设施农业技能培训，带动更多农民成为技能人才
和产业工人，支持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建设，为我市现
代设施农业的落地提供人力支撑。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加快建设青岛国际
种都”的论述，市人大代表陈忠刚、马铁民、周玉忠
建议，优先支持培育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
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在优势种业育种技术和成果
上取得突破。一是全面梳理我市优势特色农业企
业，分类梳理重点企业名单，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支持优势特色企业开展育种创新研发。二是财
政、金融政策支持向优势特色企业倾斜，通过先建
后补、金贷财补以及实行品种审定后或推广后补
助政策等形式，提高企业研发实力。工业思维谋
划种业产业发展。支持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
所之间强强联合，将资源、信息、技术、人才要素向
企业集聚，通过组织开展种业研讨会、展会、示范
园等形式促进技术交流合作，开展种源关键核心
技术集中攻关，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
破性优良品种，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刘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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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农业农村所负责人、副研究员 刘振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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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说
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市人大代表 马铁民、陈忠刚、周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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