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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委员们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民建、工商联

界委员联组会时的重要讲话，深

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

告，认真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等文

件，取得丰硕议政成果。全体委

员高度评价中共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充满

必胜信心。

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大擘

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人民政协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中共二十大精神，毫不动摇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完

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

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

合，紧扣中心大局，认真履行职

能、积极担当作为，更好把中共

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

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

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为实

现中共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

作出积极贡献。为此，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确保人民政协事

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要自觉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中共

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协商

建言；要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

合，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磅礴力量。

王沪宁表示，我们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坚

定信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人

民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

奋斗。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

有：马兴瑞、王晨、王毅、尹力、刘

鹤、刘国中、许其亮、孙春兰、李

干杰、李书磊、李鸿忠、杨晓渡、

何卫东、何立峰、张又侠、张国

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袁

家军、黄坤明、刘金国、王小洪、

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

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

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

村、雪克来提·扎克尔、魏凤和、

赵克志、张军、应勇、曹建明、张

春贤、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

海、万鄂湘、陈竺、白玛赤林、张

庆黎、刘奇葆、万钢、卢展工、马

飚、陈晓光、夏宝龙、杨传堂、李

斌、汪永清、辜胜阻、刘新成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

席闭幕会。外国驻华使节、海外

侨胞等应邀旁听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闭幕会后，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与出席会议的全体政

协委员合影留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如何推动乡村产

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全国两

会期间，代表委员纷纷建

言献策，共话产业振兴。

在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茨榆坨街道后岭

村，全国人大代表、汉夏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于东霞，带领村民大面积种植五味子等中药

材，将其打造成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

产业。

在国外考察调研时，于东霞发现，日本、韩

国等将五味子作为特色产品销售广泛应用于

旅游业，甚至大量收购我国辽宁省生产的五味

子，经深加工后形成系列产品返销国内。“相比

之下，我们对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价值开发还

不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她说。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长郑

军认为，目前我国一些地方乡村产业还停留在

农副特色产品这一单一原生态产业上，深加工

不够，没有就地转化为第二产业，更难形成第三产

业。农业加工转化率较低，价值功能开发不充分，就

使得产品形态单一、产业综合效益低，对农民增收的

贡献有限。

促进农业产业延链、补链、壮链、强链，推进农业
产业全链条升级，成为当前的重点任务。全国人大

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说，

要强化农产品加工业体系建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集群。他建议，政府加强对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群

的扶持，在融资、财政、税收、用地、用电、环保等方面

提供全方位支持，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集群发展

创造良好的环境。

“不仅要在产业深度延链上做文章，更要在广度
融合上不断突破。”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平

坝区白云镇平元村党支部书记肖正强表示，要依托

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

元价值，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

肖正强介绍，平元村依托“平坝大米”地理标志

农产品，将农业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启动“昊

禹·稻花乡里”美丽田园项目建设，增强产业融合发

展效益。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220万元，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1.6万元。

农村电商、直播带货、休闲旅游等新业态，给乡

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澳角

村是一个临海的传统渔村，通过发展电商销售东山

岛海鲜，顾客遍及全国各地。“做电商的越来越多，仅

澳角村就有100多家，本地商户与外来商户间竞争

很激烈。”全国人大代表、澳角村党委书记林华忠敏

锐意识到不足。

为此，澳角村着手建设渔港路、渔港商业区、电

商文化旅游一条街、电商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

2018年起，村里很多电商企业纷纷利用自家房屋经

营起民宿和线下实体店，打通线上、线下的资源，为

游客提供“灯捕小管”等海钓体验，每年接待游客达

10万人次。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喜看神州大地，乡村振

兴全面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开局起步。下一步，要抓

重点、补短板，将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擘画农村产业

兴旺、农民生活富裕的美好图景。 （据《农民日报》）

一边是农民辛苦生产

出来的农产品价格低、销

售难，一边是城市消费者

获取优质个性农产品的需

要得不到满足。供需不平

衡、市场对接不顺，是目前

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现实困

境。

问题出在哪儿？“通过

前期的走访调研，我们发

现一些农业经营主体的带

动作用偏弱，产品质量不

具竞争优势，没有充分发

挥品牌效益。”全国人大代

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

区新坝镇小荡村党总支书

记徐瑶告诉记者。

产业兴旺，离不开新

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大力

扶持下，农业龙头企业迅

速发展壮大，涌现出一批

主导产业突出、规模效应

明显、组织化程度较高的

企业集群，成为引领乡村

产业振兴的主力军。

“加大产业振兴，需要

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

最大限度发挥带头作用。”

卢玉胜建议，要鼓励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各种

方式建立原料生产基地，

通过签订“多级订单”、农

户要素入股等，让小农户

有机融入农业龙头企业的

发展中，充分分享龙头企

业的发展红利。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

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郁瑞芬深有同感，她建议，

将标准化融入并渗透到农
业生产的全过程、各环节，

鼓励龙头企业、产业带头
人通过“合作社+农户”“公
司+合作社”等方式，构建
符合产业特点、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机制。

与此同时，由于生产

经营主体的品牌经营意识

不强，限制了乡村产业向

更广阔的市场进军。“广大

农村其实有不少质优价低

的农产品只在本地销售。

要进入北上广等大城市的

市场，农产品经营者需转

变以往传统的生产和销售

方式，着力打造自己的品

牌。”全国人大代表、辽宁

省朝阳县木头城子镇十家

子村党支部书记王颖说。

她建议，以地理标志农产

品为主体，整合区域农业

资源，着力打造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通过品牌策

划、工艺提升、包装设计、营

销推销等手段，培育适合网

上销售的农产品品牌。

“农业品牌建设还要
学会‘讲故事’。”全国人大

代表、江苏省宿迁市经开

区渔樵合作社理事长姚路

路注意到，要想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独树一帜，必

须深入挖掘当地的历史文

化底蕴，融入当地的民风

民俗、历史人文，使品牌业

态更多元、形态更高级。

“像我们宿迁骆马湖出产

的‘霸王蟹’，就是把骆马

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

宿迁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

乡这一历史文化因素结

合，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特

色品牌。”

发展乡村产业要遵循

客观规律，不能一蹴而就、

急于求成。全国各地资源

禀赋不同，如何因地制宜

找准产业突破口，是首要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3

月5日参加江苏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一个城市是不

是就靠一业来发展，那不

一定。靠几业，靠什么业，

都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根据具体情况去定，不能

下单子。”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市闵行区浦锦街道芦胜村

党总支书记张义民对此深

表赞同：“每个地方都有自

己的独特优势，比如优美

的山水风光、便利的交通

条件、完善的配套设施、丰

富的文化资源等，要因地

制宜找到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的最佳路径。”

近年来，产业同质化

问题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

存在，张义民也很有感触：

“我们农村产业发展就怕

‘一窝蜂’，大蒜贵大家全

种大蒜，草莓贵大家都种

草莓，一旦市场饱和，最受

伤的还是我们农民。”

“发展产业要做足前
期规划，不能盲目跟风。”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昌

宁县鸿坤生猪养殖场负责

人李志娟提醒，农村产业

发展要避免一哄而上、种

类重复单一。产业长远规

划缺位会造成农产品集中

上市、供过于求，形成“卖

难”滞销的局面。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这

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小农

户获取信息的难度比较

大，很难进行有效的生产

调节。”李志娟建议，地方
政府应在充分掌握本地实
际情况和市场发展前景的
基础上，优化产业结构布
局，将产业规划与乡村建
设等各项规划有机融合。

对于先天资源禀赋不
足的村庄来说，产业规划
尤为重要。全国人大代

表、福建省永泰县希安油

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卢玉

胜认为，县域、乡镇政府应

该发挥统筹、规划、引导的

作用，对于资源优势不明

显的地方，可以通过龙头

带动、抱团发展的形式打

造产业集群，形成一村带

数村、一镇带多镇的格局。

“不妨分类施策、精准

扶持。”全国人大代表、安

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村镇

霄坑村党委书记王建伟建

议，大力扶持发展“产业

优”的乡村，更好发挥其示

范带头作用，同时广泛挖

掘有产业发展潜力的乡

村，予以指导和扶持，而对

于产业资源有限的乡村，

可以在提升乡村环境、改

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多做文

章，带动乡村发展。

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积极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
链，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如何做大做强富民乡村产业？

培育经营主体，讲好品牌故事

立足特色资源，做好规划文章

深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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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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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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