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莒南县，“哒哒哒”的声音回响在田间，农机开沟

起垄正忙。田野上小麦齐齐整整，果园里果树探出芽苞，大

棚内菜苗生机盎然。

内蒙古突泉县，前往北京务工的村民一大早坐上免费专

车，出家门、上车门，一到北京就吃上饺子，感受到热气腾

腾里的温情。

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9 亿多人常住在城镇，近 5 亿人在

乡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更好发挥县城连接城市、

带动乡村作用，率先在县域内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开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进春季田管、春耕备耕，

夯实稳产保供基础；提供均等服务、完善保障政策，让城市

更温暖、更包容；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城乡间，活力满满，干劲正足。

强化要素支撑，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

来。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

凋敝的农村”。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必须统筹推进，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

来。



农业强，首先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必须强。

黑龙江肇东市向阳乡中心村，虽然屋外的冰雪尚未融化，

种粮户刘立伟已经开始琢磨：“今年咋让玉米产量再高一截。”

去年家里的 20 亩玉米，每亩收成 1900 斤，粮食卖给附近的

食品公司，到手纯收入 2.4 万元。

老刘的愿望和中国农业大学肇东实验站站长陈永的打

算不谋而合。今年，陈永跟团队准备在向阳乡开展旱地（玉

米）的土壤水分和养分全剖面监测试验，加大大垄双行密植

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让实用技术助力乡亲们提高单产。

产量高，更要卖得好。在肇东，循着产业图谱精准定位，

一家家玉米深加工企业填补全产业链空白。“今年要全力打

造玉米生物制造领域产业创新策源地，加速将玉米原料供给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肇东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丛译锋说。

透过一域看全国，瞄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开年

以来，增量政策接续推出，要素支撑进一步强化。

看生产——当前，在田冬小麦冬油菜长势总体较好，但

也面临苗情复杂田管任务重、气象灾害不确定性大、病虫害

呈偏重发生趋势等困难。农业农村部提出，环环紧扣推进春

耕备耕重点工作，坚决打好夺取全年粮油丰收第一仗。

粮食生产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今年我国将加大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信贷投放，重点投向高标准农田和水利

建设、现代设施农业等重大项目。

看生活——今年春节，不少乡亲过了个“忙”年。县域



市场红红火火，乡村大集的乡土味圈来不少城里“粉丝”；

农货直播间里，频出的爆款农产品让快递站点假期不

“闲”……

商务部等 9 部门印发行动计划，提出完善城乡商贸流通

网络，实施农村市场升级工程；国家邮政局表示，今年将加

快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让“快递进村”向纵深推进。

看增收——2024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119 元，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将在

继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下力气。

各地纷纷定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目标：吉林省提

出，实施农民工资性收入提升行动，工资性收入提高 20%以

上；海南省明确，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7.5%

左右；云南省提出，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脱贫劳

动力转移就业规模保持在 320 万人以上。

坚持以人为本，让农业转移人口留得下、融得进。

夜幕降临，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刘家羊

肉鲜汤四季烧烤店里，店主刘洋忙碌起来。4 年前，他带着

家人进城创业，张罗起了这家小店。这两年生意越来越好，

家人都在城里安顿下来。

看病、上学，刘洋曾经的两件“心头事”都有了着落。

“过去买的新农合，现在全市定点医疗机构都能用。”如今，

刘洋的女儿在公办寄宿制完全中学念高二。“解决了孩子上

学问题，奋斗起来更安心。”他感慨。

据介绍，为满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需求，新乡



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近 3 年在城区新建 3 所公办学校，

简化入学流程和证明材料，确保应入尽入、同城同待遇，并

将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进了城、能留下，一直是许多外出务工人员的心愿。从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到保障随迁子女入学，再到健全灵活

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坚持以人为

本，城市大门越开越大，越来越多像刘洋一样的农业转移人

口进得来、留得下、融得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我国城镇化率为 67.00%，比上年末提高 0.84 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仍有 1.7 亿进城农民工和随

迁家属尚未在城镇落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

部研究员叶兴庆认为，应围绕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着力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关键是要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覆盖

的广度和深度来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完善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进

一步放开放宽城镇落户限制，推动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

镇落户。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工作，放开非本地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常住地、就业地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

均等服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在 2024 年全国

建设筹集 172 万套（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性租赁住

房、公租房基础上，2025 年将继续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帮



助新市民、农民工等实现安居。

今后 5 年，江苏省将围绕就业、教育、住房、社保等群

众“心头事”，出台一系列便民措施，让 90%以上的随迁子女

在公办学校就读，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 85%以上，努力让

进城“新市民”留得住、过得好。

畅通工农城乡循环，让县城成为连接城乡的枢纽节点，

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

重要切入点。

从湖南省长沙县中心出发，驱车不到 40 分钟，便抵达

青山铺镇天华村，村落里处处是自然生态之美，拐角处常见

享受“慢游”的城里游客。

村民彭均干过去在外跑货运，眼见老家人气越来越旺，

2023 年底回乡做起咖啡师，“米酿拿铁和竹香乌龙拿铁，一

个周末能卖 100 多杯。”

临近饭点，不远处的土菜馆里锅气阵阵。店主展大姐利

用自家闲置农房开起农家乐，每月营业收入 5000 多元。

产村景融为一体，2024 年青山铺镇共接待游客 50 余万

人次，旅游收入超 500 万元。

在长沙县，火爆的不只是文旅业。数控磨床产业集群入

选年度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01 家种业企业，全产

业链年销售额超 40 亿元；以茶叶为主导发展生态农业，金

井镇串起一条覆盖城乡的“增收致富链”。

《2024 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数据显示，2023

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000 亿元的“千亿县”增至 59 个，



GDP 总量达到 9.6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 7.6%。

资源要素各不相同、产业发展各具特色，一座座县域小

城的发展故事，折射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中国农业风

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张红宇认为：“县城不仅是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

枢纽和依托。既要用新的思维、新的方式，推动兴业强县富

民一体发展，也要统筹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

给和人居环境治理。”

上接城，以工促农、要素联动，推动县域综合竞争力显

著提升。

在重庆城口，以高山生态猪肉为原料的老腊肉是当地农

业产业名片。今年，城口县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山地特色产业，

延链补链强链，推动老腊肉全产业链产值达 35 亿元。

广东云浮将坚持县域产业集群化发展，培育发展金属智

造、绿色建材、现代农业三大千亿元产业集群，主动承接珠

三角产业有序转移。

下连乡，推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加快向乡村延伸覆盖。

目前，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5%左右，农村生

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 90%以上，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超过 45%，教育、医疗、养老等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据了解，交通运输部今年计划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10.5

万公里，新增通硬化路较大规模自然村（组）1.24 万个，更

好满足农村居民出行需求。到 2025 年底，全国 50%的县将建



立“教联体”，超 90%的县市有望基本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真抓实干的劲头。统筹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让农业基

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让乡

亲们的脸上洋溢更多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