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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宁，深入基层看望慰问干部群众。在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总书

记关切叮嘱：“‘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是民生大事，现在物质丰裕，过年团圆更要让大家吃得好、吃得

健康。”民以食为天，14 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总书记始终记挂在心。这次春节考察，总书记更是针对“吃

得好、吃得健康”的新消费需求提出了明确要求。

3 月，为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

行动方案》，其中提出，持续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行动，促进绿色、有

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消费。

民以食为天。“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一方面，让老百姓的一日

三餐更加丰富，不仅关系着国人的营养健康指数，更关乎大家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农产品消费还连

着田间地头，关系着农民的“钱袋子”、农村的新发展。

从过去物资稀缺到今天物质丰裕，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连年改善，各类农产

品量足价稳。2024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500 公斤，远高于国

际公认的 400 公斤安全标准线，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粮食总量不断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同时，2024 年肉

蛋奶、蔬菜、水产品产量再创新高，市场供应充足，形成了物质丰裕的良好局面。

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吃得饱”，而是向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近年来，人

们对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开始有了特殊偏好，这是大健康理念下的消费新趋势。农业生产更加强调绿

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生产的农产品更加绿色，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需求逐渐增加，进而开始追求农产

品品牌，形成了对农产品市场消费习惯的积极影响。

例如《哪吒 2》带火了洪湖莲藕，冰雪旅游带动了丹东草莓、长白山蓝莓、查干湖胖头鱼等。一方面，

农业的绿色发展、品牌化发展，让消费者吃得到、吃得放心和开心；另一方面，消费端的新趋势又进一

步推动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产销的良性互动，为农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我们既要善于培育好农业新品牌，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增加绿色

优质产品供给，让老百姓餐桌丰富起来，也要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动态监管，能进能退。同时，我们也要

敏锐捕捉这件“民生大事”的新变化、新趋势、新动向，把消费新需求落实落细。

农产品消费向新、向优
文︱麦子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5

卷首语Fore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