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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和前瞻，是成功的政党不可或缺的。             

火红的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圆满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

2035 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

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全会高度评价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这其中既有回顾也有前瞻。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

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

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

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蓝图已经清晰。三中全会确定的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当然

包括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当然需要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

当然需要农业农村部门及优质农产品开发与服务角色的担当，实现对国民舌尖上安全的

承诺。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农业农村经历的改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与集体经济携手；从取消农业税，到国家支持乡村振兴；从以户

为单位的小规模耕作，到全域产业链的生成、信息共享、科学种田；从重视提升农产品

的优质率，到强调行业高质量发展；从自产自收或小本经营，到电商平台助农产品营销；

从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兴盛，到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互补；从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到全国和美乡村越来越多……所有这些改革，让万叶享受到改革阳光，让中国种植者和

消费者得到了实惠。

改革未有穷期。放眼当下中国乡村，田园苍翠，山水相映，美不胜收。但在少数个

别地方，地荒人稀、乡村相对落后的现象仍然存在。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重新吹响了

深化改革的号角。时不我待。在未来几年，乡村振兴工作者，优质农产品种植者和相关

科研、开发、服务者，如何在各自领域有新的改革思路与建树，提高在改革进程中认识

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要现在就开始思考并尽快付诸行动了。

万叶享受改革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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