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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19年“三农”热词
■ 闻 风

脱贫攻坚

2019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作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精准发力、务求实效。

2019年脱贫攻坚重点是提高脱贫质量，为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创造良好的条件。2019年
的脱贫攻坚进一步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重点解决影
响贫困人口脱贫的突出问题，重视消除影响脱贫人口
返贫的因素，巩固脱贫成果。

2019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精准脱贫成效
显著。1000多万人口摆脱贫困、约340个贫困县脱贫
摘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降至2%，
2019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也为2020年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
绩。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
富说：“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三区
三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2018年的172万减少到今
年底的43万，贫困发生率由8.2％下降到2％。‘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基本解决。”

数字乡村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对“数字乡村战略”进
行了全面部署，“加强国家数字农业农村系统建设。
继续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施‘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依托

‘互联网+’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随着数字乡村
战略的推进实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深度融合成为吸睛亮点。

春耕、夏收、秋收时节，物联网种田、“无人机+农
业植保”、手机客户端上忙麦收等农业生产新场景越
来越普遍。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纸
上栽培”蔬菜、鸡脸识别、AI养猪、土壤温湿度传感器
等农业新技术引起人们对农业日新月异的赞叹。

信息技术给农民带来的红利日益凸显，他们通过
直播平台学习生产技术、展示农事活动、销售农产品，
催生出了“翟会长讲三农”“巧妇9妹”“乡野丫头”等一
大批拥有百万粉丝量的农民“网红”。

农村改革

我国有15亿多亩的农村承包地，土地如何延包事
关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2019年11月26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公布，让亿万农民吃下

“定心丸”。
通过承包地确权登记，全国累计精准测量了11亿

个地块，清理了2亿多农户的档案资料。这次确权登
记摸清了家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农村土地四至不清、
面积不准、权属不明等问题。在确权登记基础上，各
地给农民发放了承包权证，这强化了对农民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物权保护。

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韩长赋指出，此次《意
见》明确了“长久不变”的政策内涵，归纳起来就是“两

不变、一稳定”，即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
的基本制度长久不变，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土地所
有权、集体成员平等享有土地承包权，这是一个“长久
不变”；保持农户依法承包集体土地的基本权利长久
不变，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居于基础性地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集体土地，任何
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剥夺和非法限制，这是一个“长久
不变”。保持农户承包地稳定，农民家庭是土地承包
经营的法定主体，发包方及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不得
违法调整其承包地。

新型职业农民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
部署，广大新农民投身到新农村，众多新技术应用于
新农业，农业农村发展蒸蒸日上，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强劲的“双新双创”动能。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于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掌
握着先进技术的新农民的回归。越来越多的新农民
把农村作为了圆梦事业发展的广阔天地，为乡村带来
勃发的生机。他们扎根乡土，用先进实用的经营知识
以及智能制造、生物工程和现代信息等科学技术，在
田野上燃起农耕文明新的曙光。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农民已然成为乡村振兴
的主力军。2019年全国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博览
会吸引了全国5000多名创业型新农民和1000多家创
新型新企业参加，集中展示了我国农村创业创新最新
成果和最高水准。

非洲猪瘟

自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发生以来，农业农村部全
面部署防控工作，果断处置突发疫情，优化防控处置
措施，抓好市场供应和产业发展。2019年1月25日，
农业农村部印发《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
年版）》，为养殖户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提供
了操作指南。2019年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部署加强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全面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2018年8月份以来，我国28个省份先后发生了多
起非洲猪瘟疫情。为了防控疫情，我国对疫情进行了
排查和监测，避免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对疫情进行及
时有效处置；禁止使用餐厨剩余物喂猪等。不仅如此，
还采取了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运输环节检查以及屠宰
环节的检测措施，出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2019年12月30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
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2019年9月份以来，中央和
地方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恢复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效
果已经逐步显现，加上市场行情的带动，养猪场户补
栏信心进一步增强，全国生猪生产开始探底回升。

智慧农业

智慧农业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国家在智慧农业或
智慧农业产业化上给予了诸多的政策支持。2019年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培育一批农业战略科技创新力量，推动生物种业、重

型农机、智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等领域自主创新。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控制、卫

星定位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智能化的无人驾
驶农机在田间“大显身手”。2019年4月1日，北京智
慧农业展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展会集合
了科技农业智能装备、智慧农业高新技术、光伏农业、
智能灌溉、温室园艺、农业物联网、植物工厂、智慧水
务等农业高新技术的展示内容。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继芳认
为，在我国，以卫星、无人机和地面监测为手段的农业
多尺度数据获取体系已逐步建立。数据挖掘、智能飞
行等技术不断创新运用，大数据技术不断更新迭代。

2019年，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向农业渗透。未来，高强度的人
类劳动将被智能化的农业设备取代，农民将从繁重的
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中国农民丰收节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农业的嘉年华、丰收的成果
展、全民的欢乐节，饱含了全国上下对农民群体的深
情礼赞，激发了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金秋收获时节，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拉开帷
幕，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农业盛宴”。与2018年相
比，2019年庆祝活动的重心进一步下沉到县、乡、村，
提高了农民的参与度和基层的覆盖率。各地通过举
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充分展示了丰收的成果，进
一步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结构更优、生产更绿、质量更高，是丰收节的深厚
底蕴。今年我国继续实施轮作休耕3000万亩，调优
种植结构和农业投入品结构，有机肥使用量增加，化
肥农药使用量持续减少。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
祝活动上，各地纷纷展示了多种多样的特色农产品，
绿色品牌越发受到人们追捧。

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上，手机变成了新农具，
直播变成了新农活，数据变成了新农资。各地充分利
用电商直播等互联网营销方式，推动农产品消费升
级，拓展节日市场，拉动乡村产业发展。2019年秋天，
阿里巴巴联动全国1000个核心农产品产区、不少国家
级贫困县，打造了一个“火热”的丰收节，助力福建鲍
鱼北上郑州、广西火龙果热销西安……

冷链物流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产
品加工业，统筹农产品产地、集散地、销售地批发市场
建设，加强农产品物流骨干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建
设。冷链物流成为了2019年的“热词”。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大力发展冷链物流的要求
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农业农村
部等有关部门陆续发布《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
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关于推动农商互联完
善农产品供应链的通知》等文件，广西、广州、龙岩、洛
阳、南平等省（市）也出台了冷链物流的相关政策和规
划，在冷链用地、建设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和补贴。

2019年在冷链需求和市场模式不断变化的大背
景下，很多企业积极探索新的市场机遇，彰显企业活
力。顺丰冷运、京东冷链、苏宁物流、领鲜物流、万纬
冷链、宇培供应链、郑明物流等进行了全国性的网络
布局。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国家频频出台政策为“三农”发展助力。脱贫攻坚、数字乡村、农村改革等成
为了2019年“三农”热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