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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强省建设为支撑促进河南城乡融合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张 占 仓

摘 要：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河南历来在中国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方面具有传统优势。目前，河南以占

全国1/16的耕地生产占全国1/10的粮食，为确保国家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面对党的二

十大提出建设农业强国的新目标，河南需要与时代同步，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并以此为支撑，通过较快提高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促进全省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农业强省，河南需要多措并举：以改革创新为农业强省

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上有新担当，以乡村产业振兴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恒久之力在

农业科技创新上下硬功夫，以更加充足的投入建设高标准农田，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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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了

农业农村的较快发展，农民收入水平较快提高，

对促进中国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建设农业强国的重

大战略部署，契合了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

使“三农”问题在国家战略部署中的地位进一步

提升，将为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注

入更加充足的动能。河南作为全国经济大省与

“三农”大省之一，伴随国家战略部署力量的调整

与优化，在由农业大省迈向农业强省的过程中，

虽然已经有比较好的发展基础，但是也面临明显

的短板和弱项，针对性地探索推动农业强省建设

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之路，需要进行系统

深入的研究。

一、河南建设农业大省促进城乡融合区域

协调发展的良好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三农”发展一直比较快，在

全国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持

续支持与河南的长期努力下，河南在全国“三农”大

省的地位不仅稳定提升，而且发展优势更加凸显。

1.坚定不移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粮食生产水平比较低，

粮食短缺是主要问题。1949 年，河南粮食产量仅

142.7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2263.6亿斤的6.3%，与

耕地面积占全国 1/16的比例大体相当。虽然河南

是农业大省，但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与

全国的情况一样，粮食等基本农产品供给不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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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需要从外省调入粮食弥补口粮不足。改革开放

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广大农民从事农

业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河南粮食产量开始较大

幅度的增长。1980年，河南粮食产量基本上达到自

给有余。从1981年起，河南开始部分地向外供给粮

食。1983年，河南粮食产量达到 580.80亿斤，首次

跨上 500 亿斤台阶。2006 年，河南粮食产量突破

1000 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 10.1%，河南以占全

国1/16的耕地生产占全国1/10的粮食，成为国家重

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与供给基地，历史上曾经影响很

大的“中原粮仓”重新回归公众视野，且显示出新的

发展活力。2019年 3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

的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扛稳粮食安全这

个重任。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

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全国影响举足轻重。要发挥

好粮食生产这个优势，立足打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

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

产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河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粮食生产与深加工，坚定不移地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面加快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促进了粮食生产稳定发展。2020年，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粮食供给紧张形势加剧，而

河南粮食产量达1365.2亿斤，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

新高，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0.2%，为国家保障粮食

安全供给做出重要贡献，确保了河南粮食生产在全

国发展大局中的稳定地位（见表1）。2022年，河南夏

粮播种面积8525.64万亩，夏粮总产量达381.3亿公

斤，播种面积和夏粮总产量均居全国第一，而且优质

强筋小麦周麦36“千亩大田”创造出亩产754.6公斤

的新纪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特殊之年再次发挥

了“中原粮仓”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2.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河南为什么能够在粮食生产方面大胆作为，勇

于担当，确实与党中央、国务院的一贯支持与河南

几代“三农”人的持续坚守密切相关。首先，河南始

终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耕

地。因此，近年来河南耕地面积一直保持稳定状

态，为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提供了最基本的土

地资源保障。同时，河南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也

特别给力，使耕地质量稳步提升。据河南省农业农

村厅数据，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持续重视下，2022
年河南在建高标准农田总面积超过1900万亩、总投

资超过 300亿元，创历史之最。截至 2022年年底，

河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330万亩，占耕地总面积

的 68.9%。正是因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持续推进，

使河南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7.42，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2.54个等别，为粮食稳产增产打牢了高质量耕地

基础，高水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藏粮于地”

的重大战略部署。高标准农田规模化建设，为河南

粮食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性支撑，特别是在2022年

抗旱保秋中直接发挥了重要作用。河南建设高标

准农田的做法已连续三年获得国务院激励表彰、连

续四年全国领先。其次，河南特别重视农业科技创

新，在农业优质高产作物新品种培育方面一直硕果

累累。河南农业大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小麦栽培

方向学术带头人郭天财教授研究首创了 15亩连片

平均亩产1064.10公斤的全世界同面积小麦最高产

量纪录，并在国内率先创造了在同一块土地上小

麦、玉米万亩连片平均亩产超吨半粮（1524.74 公

斤）的高产纪录，为小麦品种培育与栽培技术创新

做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到鹤壁市农业科学院与著名玉米育种专家程

相文深度交流，并对河南对玉米生产的贡献给予充

分肯定。2021年9月，神农种业实验室在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揭牌成立，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为神农种

业实验室揭牌并发表重要讲话，河南省长王凯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新友颁发神农种业实验室主任聘

书。神农种业实验室致力于解决种业重大科学问

题，攻克种业关键核心技术，培育突破性农业生物

品种，孵化种业龙头企业，努力实现“种业科技自立

年份

1949
1978
1983
2000
2006
2020
2022

河南粮食
产量（亿斤）

142.7
213.5
581.0
820.3
1002.0
1365.2
1357.9

全国粮食
产量（亿斤）

2263.6
6095.0
7745.4
9243.6
9960.8

13390.0
13731.0

河南粮食产量占
全国的比重（%）

6.3
6.9
7.5
8.9
10.1
10.2
9.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河南与中国统计年鉴和年度统计

公报整理。

表1 1949年以来河南粮食产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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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目标，着力打造现代种业强

省，努力把种子这个农业“芯片”牢牢握在自己手

里。多年来，河南小麦、玉米、花生、芝麻等新品种

培育和动物免疫等领域一直业绩靓丽，人才辈出，

在全国享有盛誉。2009 年，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专家张改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5
年，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长期从事花生遗传育种研究

的张新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21 年 11 月，河

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专家许为钢当选中国工程院

院士。由于农业科研工作扎实，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成为近些年河南在全国农业系统中产生院士最多

的专业科研机构，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藏粮于技”的指示精神。

3.持续深耕粮食市场与农产品深加工产业

河南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持续深耕粮

食市场和流通两大领域。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

郑州期货交易所开始试点运行。在现货远期交易

成功运行两年以后，于1993年5月28日正式推出期

货交易，开创了中国期货交易的先河。目前，郑州

粮食期货交易市场基本上就是中国粮食交易的晴

雨表。在粮食期货市场的带动下，既要让农民种好

粮，更要让市场用好粮，稳定种粮预期。河南以“粮

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牢固树立粮食产业发

展观，不断增加种粮补贴，在支持农民做好粮食生

产的基础上，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

应链，让“小农户”牵手“大市场”，稳步提升种粮者

的比较效益，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目前，河南

粮油加工转化率达 80%，主食产业化率 65%，农产

品加工业成为全省重要的特色产业，河南生产了全

国 1/2的火腿肠、1/3的方便面、1/4的馒头、3/5的汤

圆和 7/10的水饺，培育出双汇、牧原等闻名国内外

的农业龙头企业和漯河这样的全国食品名城。河

南是全国第一肉制品加工大省，生猪、家禽、肉牛年

屠宰加工能力分别达 8300 万头、11 亿只和 124 万

头，乳制品年加工能力达 350 万吨，均位居全国前

列。双汇发展是全球最大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年产

肉类产品逾 4000万吨，猪肉年产能居全球第一位。

按照 2023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在新乡、

信阳等地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新业态，积极推进建

设全国重要的预制菜生产基地。到2025年，河南规

模以上预制菜工业企业主营收入突破1000亿元，为

农产品深加工开辟新赛道。著名畜牧专家祁兴磊

带领科研团队先后历时21年于2007年培育成功中

国第一头肉牛新品种——夏南牛，肉质细嫩，遗传

性能稳定，主要肉质指标可与全球著名的日本和牛

媲美，成为市场上影响力快速提升的高档牛肉，而

且已经在其发源地泌阳县及周围若干县形成较大

规模的养殖与加工能力，成为百亿级种养加产业链

延伸的高档畜牧业产业基地，已经成为当地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的重大富民项目。未来进一步扩大生

产规模，提升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完全有可能成为

中国进军世界市场的高端肉牛品牌。其专业化饲

养与规模化加工、高档化市场定位也在快速改变中

国演绎数千年的把无法耕作已经衰老的耕牛作为

主要牛肉消费的观念，促进中国牛肉市场高质量

发展。

4.通过改革创新持续不断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

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改革创新为中国的经济社

会发展与进步不断注入新政策、新能量、新动力，尤

其是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成效明显。对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创新政策组合过程进行分析，可知由

于不同时段城乡改革政策侧重点不同，导致城乡融

合程度有较大波动。其中，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改

革政策优先突破。所以，1978—1981年，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
年的 3.00降低到 1981年的 1.83。1982年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提高了 1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却提高了34元，导致当年城乡居民收入比

提高到1.98。1983—198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提速加快，使 1984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低到

1.65，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比最低的一

年。之后，除1987—198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外，至 1994年，所有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速度较快，使1994年

城乡居民收入比升至 2.88。从 1995年开始，连续 4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速度较快，到1998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到 2.26。1999—2005 年，除

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较快外，其他

年份全部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较快，使

2005 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提高到 3.02，创出新

高。2006 年以来，除 200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较快外，其他所有年份均为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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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政策导向上高度重视农村的扶贫开发与收入

水平提高，使城乡居民收入比逐年下降，至2021年，

这一数值下降为 2.12（见表 2），明显低于全国 2.30
的水平，说明河南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情况更好

一些。2022年 5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持

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指导意见》，提出 20项举措持续

增加农民收入，将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

发展。

年份

收入比

1978
3.00

1980
2.27

1984
1.65

1985
1.83

1990
2.41

1994
2.88

2000
2.40

2003
3.10

2005
3.02

2008
2.97

2010
2.88

2012
2.72

2015
2.36

2020
2.16

2021
2.12

表2 1978年以来代表性年份河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1978—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当年生活费收入测算。2013年以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纯收入口径。2014年以后为实施城乡一体化调查的数据。

5.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明显成效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

振兴成为促进乡村加快发展的重大举措。河南各

地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方面都进

行了积极探索，并且取得了日益明显的实际成效。

自 2020年 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以后，河南乡村振兴推进力度加大，成效

更加显著，促进了全省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其

中，在产业振兴方面，河南各地充分利用大中城市

产业转移的机会，结合各地资源环境条件，积极推

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为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才振兴方面，以向基层派遣

乡村第一书记的方式，促进了城镇大批人才沉下心

来，为乡村发展服务，增添了乡村发展的人才功

能。在文化振兴过程中，河南各地充分发挥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积淀丰厚的优势，开发利用地方特色文

化资源，尤其是传统孝文化、家国情怀文化、传统乡

村民间优秀文化等，促进了乡村文明水平的提高，

也明显削弱了过去部分乡村不健康的一些文化活

动。在生态振兴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家大力推进环

境整治与绿色发展的机会，通过各种各样行之有效

的方法，促进乡村生态恢复与绿色发展，使越来越

多的乡村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和美乡村建设进

步很大。在组织振兴方面，结合乡村基层党支部与

村委主任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推行，特别是从城镇吸

引回去一批适应市场需要的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的组织力量，更为乡村产业振

兴带来了领头人的特殊人才资源，对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具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正是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巨大动能，为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发挥了空

前的推动作用，显著促进了河南各地城乡融合区域

协调发展。

二、河南建设农业强省促进城乡融合区域

协调发展存在的短板和弱项

从建设农业强省的视野分析，当前河南在乡村

地区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的短板和弱项还是比较

突出的。从我们在基层调研所了解到的情况看，至

少在以下5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弱项。

1.农村的基础设施仍然薄弱

近年来，河南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力度，交通、邮电、农田水利、供水、供电、商业服务

等基础设施改善很大，但是与城市相比，不少地方

仍然比较薄弱。比如高速公路，在有些县，包括离

郑州几十公里的部分县，高速公路在全县覆盖面有

限，加上高速公路开口很少，大部分乡镇上高速都

比较费时、费事，实际上是当地大部分乡镇还没有

进入高速公路时代。这些县城尚且如此，更不要说

乡级和村级行政区，出行不够便利仍然是制约乡村

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道路通才能产业兴，产业振

兴才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快提高。所以，

进一步加快乡村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

设仍然任务艰巨。另外，从建设农业强省的角度

看，在河南这样天然降水量比较少的农区，水利是

农业的命脉。目前，虽然随着高标准农田的不断建

设，很多乡村农业水利设施有大幅改善，但由于总

投资以及重大投资项目覆盖面有限，不少乡村农业

水利设施仍不够完善，亟待进一步加强农业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农业强省建设提供现代化的水

利基础设施支撑。

2.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全国层面来看，不管是河南农业大学还是河

南省农业科学院，在国内都属于农业科技领域靠前

的一流梯队。但是，我们站在全球看河南，站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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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强省看今天，就会发现河南在高水平农业科技创

新方面仍然存在薄弱环节。虽然河南是一个省，但

有将近 1亿人口，这种人口规模放到全球就是一个

大国。然而，河南在全球著名的农业专家有多少

呢?在育种、农业技术、田间管理方面，在全球有影

响力的专家有多少呢?所以，无论是全国建设农业

强国，还是河南建设农业强省，继续大幅度提高投

入水平，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以引聚人才

为核心，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加快培育一批

在全球与全国农业科技领域有重要地位的专家势

在必行。

3.乡村产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

经过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积极探索，虽然河南已

经涌现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 10种乡村产业振兴

的地域模式，且对当地农民提升收入水平产生了直

接作用，但是，我们在基层调研时看到的情况是，仍

有约 2/3的乡村缺少乡村产业，甚至乡村产业振兴

还没有起步，一个乡或者一个村，基本上没有什么

乡村产业发展，更没有发展潜力巨大的地方性特色

产业。当地农民仍然是以外出打工为主，而且由于

农民职业培训没有跟上，很多外出打工者，主要是

干一些最一般的工种，所得工资待遇较低，无法适

应农业强省建设的新需要。大部分乡村产业发展

不充分不均衡直接影响当地农民收入水平的有效

提高，这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中需要尽快补上的短板

之一。

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仍然偏低

近年来，作为农业农村大省，在国家扶贫攻坚

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利好政策的支撑下，尽管

河南农业农村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确实促进了城乡融合

区域协调发展。但是，河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明显偏低。2021年，

河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533元，而江苏、

浙江、广东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6791元、25415元、22306元，河南只分别相当于这

三个省的 65.4%、69.0%、78.6%，差距比较明显。形

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不少乡村产业基础薄弱，

有大量农民仍然依靠外出打工提升自身收入水

平。借鉴沿海地区发展的经验和河南乡村振兴工

作推进成效显著县市的做法，只有更加务实地把乡

村产业振兴抓出成效，大部分乡村产业发展起来

了，农民才能在家门口就业，收入水平较快提升才

会有保证，而且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才会更好。

伴随乡村产业振兴步伐的加快，乡村产业发展比较

充分的话，当地财政收入水平也会较快提高，城乡

融合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5.农村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这些年，在全国环境污染攻坚战过程中，大中

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中城市河流黑臭水

体治理、工厂污染治理、重点大型污染企业治理等

成效显著，为我们探索出了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有些乡村环境改善力度也

很大，展示出乡村独有的天蓝、地绿、空气新鲜的优

美环境优势。但是，现在仍有部分乡村的污染治理

工作仍然没有到位，甚至个别地区环境污染还比较

严重，一些乡村垃圾围村、黑臭水体较多等问题比

较突出，农药、化肥的面源污染依然存在。此外，由

于前些年高污染企业的存在，造成河南部分乡镇到

目前为止仍有一定面积重金属污染区域，无法进行

正常的农业种植，直接影响当地乡村产业发展，也影

响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按照党中央高质

量发展的新部署，通过系统的规划与全面的综合治

理，较大幅度地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是建设农业

强省过程中的重要难题，必须想方设法进行破解。

三、推动河南农业强省建设促进城乡融合

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着力

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为我们从长计议破

解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指明了持续努力的

方向。同时，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农业强国，为国

民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在

2022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如何

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进行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河南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之一，在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承

担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需要持续担当作为，加

快建设农业强省步伐，为建设农业强国做出积极贡

献，并通过农业强省建设，全面提升农民的收入水

平，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促进河南城乡融合区域

协调发展。我们认为，建设农业强省，促进河南城

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需要重点抓好以下七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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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1.以改革创新为农业强省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面对建设农业强省的新目标，持续深化城乡改

革，激发城乡可持续发展活力仍然是有效的法宝。

针对目前影响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

通过系统化、深层次、多方位的改革，激发城乡协同

发展的活力，特别是加快打通城乡生产要素流通机

制，使土地、资本、人才等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基

本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在经济学上最

为关注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至

今仍然是经典。劳动依靠的是各级各类人才的支

撑，但城乡户籍制度抑制了各种人才的流动，因此，

我们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土地流动与

开发利用依靠的是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法规。近年

来，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全国人大直接修改了

原来的《土地法》，企图搞活城乡之间土地自由流动

难题，但是时至今日制约土地要素流动的实质性难

题仍然没有解决。在大中城市建设用地寸土寸金

的今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却仍然大量闲置，相互

之间不是没有需求，而是相关政策法规限制多。所

以，亟待进一步探索城乡之间土地合理流动的政策

法规支撑机制。只有逐步打通城乡之间生产要素

正常流动机制，协同盘活城乡各类要素资源，才能

够为农业强省建设提供更具活力与可持续能力的

政策法规支撑。

2.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上有新担当

继续发挥“中原粮仓”的传统优势，力争为全国

粮食再增产1000亿斤贡献1/10份额。2022年12月

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将启动粮食总产量

再增产1000亿斤的工程，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首要

任务。对于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大国来说，端稳自

己的饭碗，始终都是涉及全体百姓切身利益的第一

大事。只有持续不断提升全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才

能够解决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既是一个经

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切不可掉以轻

心。实际上，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粮食总产量已经

连续8年稳定在13000亿斤以上。河南是全国农业

大省和粮食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10左右。在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供给方面，河南在2010年以来的

这一轮粮食生产能力提升过程中，为国家做出了大

约增产 1/10 的重要贡献，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评

价。在新一轮全国粮食生产能力再提升中，河南要

体现新的担当，努力做出新的贡献，力争承担全国

1/10的增产份额，在现有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300亿

斤的基础上，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等，再增

产粮食100亿斤，把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提升到1400
亿斤以上的水平。同时，借鉴永城市、临颍县等地

的做法，通过粮食加工业规模化发展，在全省各地

打造一批粮食等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群，全面提高

粮食产业的经济效益，为当地农民提高收入水平奠

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3.以乡村产业振兴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经过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各地的持续探索，尤

其是我们承担世界银行“河南省乡村产业振兴的模

式探索与政策支持研究”项目在全国和河南作了持

续 3年多的系统调研，深刻认识到乡村产业振兴是

提高当地农民收入水平最给力、最管用、最有效的

方法，更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难题的直接

途径，也是不同区域发挥地方性产业优势、加快特

色产业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动力。因

此，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乡村产业得到全面发展，

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不仅可以较快地提高实际收入

水平，更能够大幅度提升农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是帮助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最佳方法，有利于加快

城乡融合步伐。当然，发展乡村产业需要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结合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与原来的

相关产业基础以及人才供求情况，科学规划，大胆

探索，确实立足于为当地培育能够长期生存与发展

的特色产业，比如在平原地区发展平原农区确保粮

食安全的粮食产业，在丘陵山区发展全域旅游产

业，在特色农产品产地发展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

与加工产业，在种养加基础条件较好的丘陵地区发

展种养加产业链延伸产业，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沉

淀丰厚的乡村发展特色文旅产业，在服装产业相对

集中的乡村发展服装产业集群，在水泥原材料集中

的山区发展规模化的水泥等建材产业，各地在推进

乡村产业振兴中要积极探索更多的具体路径。目

前，乡村产业发展同质化比较普遍，这是地域缺乏

特色的一种表现。河南各地科学选择适合当地发

展的乡村产业，而且要形成规模，打造成产业集群，

其核心竞争力就容易形成。一旦当地有了较好的

乡村产业发展基础，农民收入水平就会加快提高，

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就会

全面推进，乡村发展水平较快提高就有了产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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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城乡融合发展就拥有了全面融合的经济基础。

4.以恒久之力在农业科技创新上下硬功夫

针对建设农业强省的新目标，仅依靠过去积累

的农业大省的农业科技创新技术基础是不行的，因

为大和强是两个概念。伴随科技创新能力的稳定

提升，农业强省建设更多地依赖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按照党的二十大的系统部署与河南对农业科

技创新的全面布局，要一体推进种业基地、神农种

业实验室、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省级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引导河南种业科研资

源向“中原农谷”集聚，持续在小麦、玉米、花生、油

菜等新品种培育方面全面提升创新能力与水平，

尽快彻底破解种业被部分发达国家“卡脖子”难

题。加快推进河南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建设，努力打造小麦产业创新发展引领区、黄

淮平原现代农业示范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典范

区，启动建设一批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持续支持河南农业大学联合国内优势科研力

量、龙头企业申建国家小麦技术创新中心，进一步

强化河南小麦科技研发优势、优良新品种优势与

小麦产量占全国 1/4以上的集中产区优势，打造影

响全球的农业创新高地，为国家农业强国建设做

出更大贡献。同时，加大农村经营人才、管理人

才、技术人才等的培训、培育和培养，为农业强省

建设提供人才基础。

5.以更加充足的投入建设高标准农田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工程，也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确保粮食等农产品保障供给的重要支撑。“十

三五”时期，河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坚

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积极整合资源，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相关

项目实施，集中力量建设高标准农田，使全省高标

准农田建设初见成效。“十四五”以来，河南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2022年 9月 1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南

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预计到

2025年全省高标准农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将达到

78%，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率达到45%，实现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高标准农田全

覆盖，将为全省粮食产量稳定持续增长提供高质量

耕地基础保障。

6.加快数字乡村建设

河南是农业农村大省，面对全国数字化转型发

展的历史潮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势在必行。2020
年4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信

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用 3—5年

的时间，推动河南农业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力争走在全国前列，全省农村固定宽带

家庭普及率达90%以上，大力发展农业农村数字经

济，构建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有力支撑。2021 年 19 月，河南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提出，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全面推进农业

数字化。2022年8月，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在全省

数字化转型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快数字化转型，打

造农业数字化发展典范，构建农业物联网，大力发

展数字田园、智慧养殖、数字种业等高端农业新业

态，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按照河南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省中，以数字村庄、数字田园、数字果园、数字菜园、

数字茶园、数字菌园、数字药园、数字花园、数字牧

场、数字渔场等“一村九园”为抓手，全面推进数字

乡村建设。全省以构建农业物联网、发展精准种植

和养殖、推广农产品数字营销等为重点，大力发展

数字农业，力争到 2025年，农业生产数字化率达到

30%以上；以完善乡村数字设施和提升乡村数字治

理能力为重点，全力打造数字乡村。力争到 2025
年，打造60个以上省级数字乡村示范县。伴随着数

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的精准化、科学

化、智慧化管理将逐步形成全新的现代信息体系，

为农业强省建设提供现代信息系统支持。

7.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

党的领导是“三农”工作持续保持优先发展的

主要动力，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始终是河南

进一步促进农业强省建设的根本保障。特别是要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凡是交通条件好、生态环境

好、乡村产业发展好的地方，基层党组织都很强健，

党组织的产业发展能力、市场驾驭能力、服务意识

都很强。所以，在坚持“五级书记”抓“三农”工作的

同时，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尤其是

要选好配强基层党支部书记。只有在更多优秀基

层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

才能拥有更好的一线干部队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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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Hena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 Research on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Zhang Zhancang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enan has always had a traditional advantage in Chine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grain production. At present, Henan produces one tenth of the country's grain with one
sixteenth of the country's arable land, 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national grain and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However, facing the new goal of building an agricultural power proposed by the Party's 20 National
Congress, Henan need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 Based on
this, Henan need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y rapidly increasing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To build a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 Henan needs to take multiple measures:
We will inject a strong impetus into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assume a new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food security, tak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s a breakthrough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ork hard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 enduring strength, invest mo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an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ower;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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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开发区协同发展：进展、模式与策略*

田 学 斌 张 昕 玥 柳 源

摘 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下，作为产业协同的承接主阵地，开发区承担着承接非首都功能、区域产业合作的

重任。在多主体协同、要素成本比较和制度环境优化支撑的框架下，以制度比较视角研究河北开发区能级提升中

存在的体制改革滞后、产业与创新融合不充分、营商环境差异大、利益共享与成本分担制度不完善等突出问题，提

出明确功能定位、差异化发展布局、完善协同机制、重点强化共建以及缩小制度环境落差等在开发区深化协同中的

改进策略，是对京津冀开发区协同发展进行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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