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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于乡村建设的部署很

多，其中涉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重

点领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建设等。

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举措包括：从农民实际需求

出发推进农村改厕，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推广水冲

卫生厕所，统筹做好供水保障和污水处理等。

2018年，中央曾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方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环境学院院长

朱信凯认为，从“三年行动”到“五年行动”，从“整

治”到“整治提升”，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持

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战略定力和坚强决心，积

极回应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建设美丽乡村、过上高

品质生活的热切期盼。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扎实开展重点领域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有序推进乡镇通三级及以

上等级公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

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和危桥改造。

北京明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杨晓

怿表示，在加大国内经济循环、进一步弥补城乡发

展差距的当下，未来的基建市场即将再一次下沉，

尤其是在政府投资强调“有效性”的大背景下，乡

村投资能够带动的需求与发展、促进乡村地区的

消费与产业振兴的效率相当可观。

“可以预见，未来五年针对乡村的基础设施与

公共服务投入会新增一个量级。针对乡村的基建

标准也将有明显的提升，不仅关注兜底保障，更开

始关注投入对乡村的整体带动。”杨晓怿认为。

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到，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比如，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

机农艺融合应用；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

院执行院长张学良表示，乡村高品质生活强调以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推动“互联网+政务

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也重点强调推动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由注重机构行政区域覆盖向注重常住人

口服务覆盖转变。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将扩大乡村振兴投入。继

续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中

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压实地方政

府投入责任。加强考核监督，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

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支持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

券用于符合条件的乡村振兴公益性项目。

“这意味着在专项债券持续发力的大背景下，

用于乡村领域的债券资金占比也将持续提高，用

于更多的长期限、公益性的乡村基础设施投资。”

杨晓怿表示。 李苑 宋薇萍 陈雨康 陈芳

关键词一：粮食安全
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稳定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坚持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确

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相

关负责人曾多次强调，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完全有保

障。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5 年以来，我国粮

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保证了粮食

市场的基本供应。此外，库存充足家底厚，小麦和稻

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存的比例超过了70%，小麦

库存可以满足1年半的消费需求。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

升工程。加大耕地轮作补贴和产油大县奖励力度，集

中支持适宜区域、重点品种、经营服务主体，在黄淮

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在东

北地区开展粮豆轮作，在黑龙江省部分地下水超采

区、寒地井灌稻区推进水改旱、稻改豆试点，在长江流

域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开展盐碱地种植大豆示范。

中信建投期货农产品首席分析师田亚雄表示，

我国农产品产出总量乐观，但结构上仍有矛盾。例

如，大量的油脂油料依赖进口。因此，一方面要保证

油料种植面积不缩减，另一方面育种等技术也亟待

发力。此外，可发挥花生等国内主流优势作物的作

用，提升花生油产出。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

政策，稳定基础产能，防止生产大起大落。

目前我国生猪养殖行业正处于最复杂的“猪周

期”底部。截至 2 月 22 日，全国生猪均价已跌至 12

元/公斤附近，已显著跌破养殖成本。

田亚雄表示，在本轮生猪产能过剩期间，预计生

猪出栏压力最大的时间与需求的低谷很可能恰好重

叠，如何化解产业低谷期的非理性去产能，将成为政

策的主要发力点。

他预计，价格支持政策将是主要的政策抓手。

监管层依托于猪粮比价指标和能繁母猪存栏量识别

风险，在价格过度下跌时收储，以稳定生产预期，实

现有效“托市”稳产能。

关键词二：种业振兴
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加快实施农业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实行“揭榜挂帅”“部省联动”

等制度，开展长周期研发项目试点。贯彻落实《种

子法》，实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强化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依法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犯罪行

为。

上海市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

表示，种源和种业发展问题事关大局，事关根本。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提到“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高

度，这次中央一号文件又用“关键”和“核心”两个大

字眼叠加的方式，强调了种源技术攻关的重要性。

近年来，围绕种子为核心的政策不断出台，全

力发展种业的政策风向明显，如农作物转基因安全

证书颁发加速、《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提出、新《种子

法》修订完成即将施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

管理办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农作物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

定》等4部规章内容扩大至转基因范畴。

去年，农业农村部研究制定了种业振兴行动方

案，提出了种业振兴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一揽

子安排，为打好种业翻身仗、推动我国由种业大国

向种业强国迈进提供了路线图、任务书。

业内专家认为，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种业，

在政策暖风下，种业基本面改善的预期较为完善，

相关种业公司或将迎来重要政策窗口期。

关键词三：防止返贫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推动脱贫地区更

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脱贫群众

生活更上一层楼。

具体措施中，文件要求巩固提升脱贫地区特色

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

收入。

上海市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表

示，把乡村振兴与防止返贫有机结合起来，在去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已有提出，也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是

中国实践的伟大创举，关键词是“发展”，通过发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不能单靠救济，不是单

纯应急，而是注重长效机制，进行统筹安排，短期可

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长期能够创造条件，使农

民的生活得到持续性的改善，进而逐步走上共同富

裕的道路。”杨建文说。

在资金支持方面，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逐步提高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

的比重，重点支持帮扶产业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

板，强化龙头带动作用，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发挥以

工代赈作用，具备条件的可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

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鑫近期表

示，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要进一步提

高，在2021年已达到50%的基础上，2022年力争再增

加5个百分点，达到55%。各地要因地制宜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支持带动脱贫人口就业较多的龙头企

业、合作社发展。

关键词四：农村基建
开展重点领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四大关键词透析政策亮点
专家解读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点

2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9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主

要包括八个部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强化

现代农业基础支撑、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聚焦产

业促进乡村发展、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突出实效改进乡村

治理、加大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坚持和加强党对三

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这份重磅文件有哪些政策亮点？蕴含了哪些投资、创业

机会？本报梳理了四大关键词来透析其中的政策亮点。

2月22日，温岭市滨海镇吉园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工人们，趁着天气晴好，开展育苗等春耕生产。今年，该合作社对春耕

生产做到早准备、早谋划，培育的西甜瓜苗、莴苣苗、西兰花苗、玉米苗、辣椒苗、红茄苗等各类小苗，可供3万多亩农田春

种。 郑玲富 摄

抢抓农时备春耕抢抓农时备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