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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 － 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这是首个由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指导农业强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农业农村领域将发挥管全局、

管长远的战略导向作用。《规划》提出了农业强国建设“三步走”的主要目标，明确了农业强国建设的总

体要求和任务清单，勾勒出了清晰的农业强国建设路线图和施工图，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且有重大战略意义。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从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到 2023 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总体要求和具体安排，再到此次《规划》的印发，重农强农目

标一以贯之，强农路径愈发清晰。

乡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基础都是农业产业发展，农业综合效益提升。《规划》提出了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在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这些任务涵盖“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是个有机整体。其中提出了要

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提升农业综合效益。突出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提出推动

农产品加工流通优化升级，推动农业优质化品牌化提升，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促进乡村产业融合

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等重点任务。“培育一批品质过硬、竞争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企业

品牌和产品品牌。加强中国农业品牌文化赋能，推进农业品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相融合。”更是

让我们看到了农业品牌发展的清晰目标。农业品牌是从无到有，是做好“土特产”文章；而今，农业品牌

不仅要够多元、够广博，向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中的山林湖海发展，还要品质过硬、竞争力够强，还要

有文化内涵，体现出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优秀农耕文化。加快农业品牌化发展，是提高我国农业竞

争力的必然要求。当下乃至未来的农业竞争，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品牌的竞争。必须加快品牌农业发展，

才能提高我国农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竞争力。这些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如今，规划图和施工图已经绘就，重点在真抓实干。农业品牌是农业资源、文化、科技、加工等的

综合体现。农业自然资源、品种资源、技术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是农业品牌创新发展的源泉。我

国是世界上农业物种资源和种质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不仅具有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丰富多彩

的动植物种质资源，还有名优特精的众多农产品。这些种质资源是我国宝贵的农业资源，更是农业品

牌创新发展的原动力。我们要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推进农业品牌创新发展，打造有需求、有效益、

有竞争力的金字招牌。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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