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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这是

21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第 20 个指导“三农”

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党的二十大后发布的第一

个中央一号文件，具有更加特殊的重要意义。文件锚

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突出年度任务和阶段性任

务，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具有很强指导性和针

对性的细化部署，释放了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为我

们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提供了科

学的行动指南。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做好“土特产”文章。今年一号文件对推动乡

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具体部署，重点在深挖乡村产

业特色、加快推进产业融合、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和创

新联农带农机制上下功夫。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说，乡村

产业发展的关键是用好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要

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发展突破口，把乡村资源优势、生

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进产业融合，

纵向上要贯通产加销，横向上要融合农文旅，推动农

村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由卖产品向卖服务转

变。要以各类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完善县乡村产业

空间布局，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功能，增强

重点镇集聚功能，既要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

沉、向园区集中，也要引导企业在带动农户、服务农

户中发展壮大，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把产业

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优质农产品和品牌农业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金

字招牌，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产业基础。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专门提出，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

 品牌农业发展要扎根乡村产业振兴

产地初加工，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沉、向园区集中，

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统筹布局建设农产品加

工产业园。目的就是要突破以往农村地区只能销售初

级农产品的局限，提升优质农产品的附加值，让农业

发展的更多红利留在乡村。同时，“完善农产品流通

骨干网络，改造提升产地、集散地、销地批发市场，

布局建设一批城郊大仓基地。支持建设产地冷链集

配中心。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产品市场供应，确保农

产品物流畅通。”生产得出来更要销售得出去，所以，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

展的比重力争提高到 60%以上，重点支持补上技术、

设施、营销等短板。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

展庭院经济。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消费帮扶，持续推

进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和产地示范区创建，支持脱贫

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

‘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

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

基地。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

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

中央一号文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支持区域公用

品牌的打造，有了品牌的力量，让一产的基本盘不断

优化，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二三

产业就有了立足之本，农业的多种功能、乡村的多元

价值才有了牢固基础。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提升农业

的品牌，才能提高农业及农产品新消费、新营销、新

流通的适配性基础，特别是对脱贫地区的帮扶，就是

要打造当地具有科技、文化、生态和地域含量的农业

品牌，才能巩固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所以，品牌

农业发展既是乡村产业振兴的牵引力，更是乡村全面

振兴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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