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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國務院批覆，自2018年起，將每年農曆秋分設立為「中國

農民豐收節」，這也成為第一個在國家層面專門為農民設立的節日，億萬中國農民從

此也有了專屬自己的節日。這一節日的設立，不僅體現了國家對「三農」的重視，也

體現了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廣大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但隨着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三農」短板日益凸顯，一些地方出現了產業「空

心化」、農戶「空巢化」、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嚴重制約了城鄉同步邁向全面小

康的步伐。因此「三農」也是全國政協幾乎每年組織調研協商的主打話題之一。政協

委員們在全國政協的組織下，圍繞「三農」問題深入調研，利用協商平台和渠道及時

向有關部門反饋並形成報告，就「三農」相關問題積極建言獻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設億萬農民專屬「豐收節」
聚焦「三農」建真言獻良策

在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印發的《深化黨和
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明確提出，組建

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將全國政協經
濟委員會聯繫農業界和研究「三農」問題等
職責調整到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其
主要職責是，組織委員學習宣傳黨和國家農
業農村方面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就「三
農」問題開展調查研究，提出意見、建議和
提案，團結和聯繫農業和農村界委員反映社
情民意。

兩重點協商議題聚焦三農
據了解，今年全國政協確定的10個重點
協商議題當中就有兩個關於「三農」問題，
分別是「解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問題」和
「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
『三農』工作隊伍」。
今年五月，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汪永

清分別率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解決
深度貧困地區脫貧問題」專題調研組，先後
赴雲南、廣西兩省區多地調研，共謀脫貧攻
堅之策。調研組建議，政府應施策再精準，
防止人為拉大差距，避免「懸崖效應」和新

生矛盾。針對貧困人口致貧原因、貧困邊緣
人口實際狀況，再精準區分、精準施策；從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壯大村集體收入等方面
着力，讓扶貧減貧工作成效惠及更多群眾，
解決好邊緣貧困戶、不願脫貧戶、已脫貧戶
的「三個不滿意」問題。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鄭

建邦則在日前率全國政協無黨派人士界委員
考察團就「推進鄉村綠色發展情況」赴安徽
省黃山、宣城、蕪湖、合肥、六安等市進行
考察。考察團深入基層實地考察了安徽省落
實鄉村振興戰略、推進鄉村綠色發展、保護
農村良好生態環境、建設生態宜居美麗鄉村
等方面情況。

推進綠色發展健康扶貧
鄭建邦指出，「要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同

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生態文明統籌起
來，推進鄉村綠色發展，努力為實現鄉村全
面振興的目標努力奮鬥」，農業強不強、農
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是衡量鄉村綠色發
展成績的標準，是鄉村振興的顯著標誌，關
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全局，決定着億萬農民

的獲得感和
幸福感。
全國政協

農業和農村
委員會主任
羅志軍近日
發文建議，
堅持把脫貧
攻堅作為第
一民生工程
和頭等大事
來抓，引導
更多優勢資
源向產業發
展、民生改
善等與貧困群眾密切相關的領域集中。把產
業扶貧作為主攻方向，拓展貧困戶增收致富
渠道。把教育扶貧作為治本之策，堅決阻斷
貧困代際傳遞。把健康扶貧作為工作重點，
着力解決因病致貧返貧問題。把保障兜底作
為基本防線，確保「一人不少、一戶不落」
地同步進入小康社會。
他指出，要持續精準發力鞏固脫貧成果。

脫貧不容易，防止返貧也不容易。按照精準
扶貧要求，對已脫貧和邊緣戶進行動態監
測，密切關注容易返貧群體。堅持脫貧不脫
政策、脫貧不脫幫扶、脫貧不脫項目，扶上
馬、送一程。完善東西部扶貧協作、定點幫
扶機制，深化人才、科技、項目等全方位長
期合作。
他表示，做好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有機

銜接，通過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
5個方面振興，進一步鞏固提升脫貧戰果。
打贏脫貧攻堅戰要「內外」共同發力。激發
「內力」，應將扶貧和扶志、扶智結合起
來，引導貧困地區樹立自力更生、自我發展
的理念，打開貧困群眾自主脫貧通道。用好
「外力」，應做到黨委政府、市場、社會協
同發力。

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政協副主席
尚勳武認為實現鄉村振興目標，必須
充分發揮文化的引領作用。目前中國
鄉村凋敝現象，源於缺乏有效的文化
和精神生活引領。構建新型鄉村文
化，必須挖掘農村傳統美德，並和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互相融合，進行重
構和傳播。
他表示，文化建設是鄉村振興的靈魂

工程。當下中國鄉村凋敝現象，更多表
現在文化和精神層面，其主要的原因就
是隨着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在城市文化
的強勢衝擊下，傳統鄉土文化的生存土

壤發生了改變。構建新型鄉村文化，不
能依賴在傳統鄉村文化基礎上的自然
演進，而必須挖掘農村傳統美德，摒
棄糟粕，同時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互相融合，進行重構和傳播。由於農
村地域寬遠，農村居民所受教育相對
較少，這種挖掘、整理、構建和傳播需
要持之以恒，需要政府主導，需要社會
各方的配合和共同努力。
他指出，鄉村文化建設要以社會主

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並成為其基本
的價值底色和道德內涵，尤其要將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現代色彩較

強的理念注入，從而提升鄉村文化的
精神境界和文明水準。新型鄉村文化
的內涵要通過形成村民共同遵守的村
規民約、各種村民喜聞樂見的文化活
動等有效方式有組織地推進，也要充
分利用鄉賢文化、家風文化、宗祠文
化、農村書屋等載體有效激發群眾
「自覺參與」的內生力量，特別是面
向農村年輕一代，還要有效運用互聯
網和移動終端等新媒體手段來傳播新
型鄉村文化，提升其參與度。
他表示，鄉村文化建設也要重視培

育利用「鄉賢」力量。鄉賢文化曾經

是中國鄉村文化發育的主要方式。在
新時代，要注意引導其成為社會穩定
的維護者和鄉村文化的弘揚者。社會
轉型時期，農村各類矛盾易發多發，
鄉賢在農村社區有能力、有威望、有
口碑，他們說的話人們願意聽，他們
的意見群眾能接受，因此可以成為緩
和社會衝突的「安全閥」，起到彌合
社會分歧的作用。退休老幹部、老教
師等「新鄉賢」能夠在宣傳政策、傳
播先進文化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也
應當通過一定形式給他們提供平台，
為鄉村文化建設貢獻力量。

朱曉進：建美麗鄉村需系統規劃

尚勳武：鄉村振興要重視文化引領力量

美麗鄉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
歷史任務。長期以來農村的生活垃圾、生
活污水、畜禽養殖和農業廢棄物任意排放
的問題嚴重，「污水亂潑、垃圾亂倒、糞
土亂堆、雜草亂跺、畜禽亂跑」是一些農
村環境的真實寫照，嚴重影響了美麗鄉村
的發展建設。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師範大
學副校長朱曉進認為，建設美麗鄉村，需
要系統規劃，提高居民的環保意識，減少
污染排放，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地開展農
村綜合整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朱曉進指出，目前，農村環境綜合整治

的宣傳力度不夠，農村環境連片綜合整治
還處在示範階段，農民對整治工作的期望
值不是很高，自主投工投勞的熱情和積極
性還不強。鎮村結合部髒亂差問題突出。
在集鎮及村莊結合部，髒、亂、差問題還
普遍存在，白色污染嚴重，有的垃圾難以
及時清運，部分鄉鎮道路兩側還能見到暴
露垃圾，廢品收購點沒有圍擋。畜禽養殖
污染較為嚴重，加劇了水體的富營養化，
形成黑臭水體。長效管理機制還沒有建立
健全。
他建議，加強宣傳農村環境保護科學知

識，提高農村環保意識。地方政府必須堅
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並重原則，把農村
環境問題納入到基層政府的重要議事日
程。充分利用各種新聞媒體，宣傳環保知
識，形成全民參與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良
好氛圍。逐步在農村普及環境科學知識，
促進農民更新觀念，積極開展生態環境警

示教育。
同時，加強農村秸稈綜合處理。針對小

麥、水稻等農作物，利用複合微生物技術
結合腐熟劑加速還田；針對玉米、大豆、
馬鈴薯等作物秸稈，可開溝還田種植。指
導農民將多餘的作物秸稈粉碎後，添加複
合微生物發酵製作有機堆肥、秸稈飼料。
他指出，要加強畜禽糞便、生活垃圾的

處理。以農村環境中現有的作物秸稈、畜
禽糞便、生活垃圾等有機廢棄物料為原

料，添加利用複合有效微生物菌劑製作堆
肥，廢棄物綜合利用，環境衛生狀況可以
得到很大地改善，不孳生蠅蛆，不流淌污
水，不散發臭氣。利用複合有效微生物技
術修復農村水環境、土壤質量。目前，造
成農村水環境、土壤污染的來源主要有
畜禽養殖廢棄物、化肥和農藥等化學品
和農村生活污水隨意排放帶來的水環
境、土壤的污染，可引入微生物技術加以
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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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師範大學副校
長朱曉進表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
目標指向，是鄉村治理體系的現代
化、鄉村農業產業體系的現代化和農
民作為鄉村振興主體的人的現代化。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關鍵在農民，關
鍵在充分激發農民的內生動力。
他指出，要有效地激發農民建設鄉

村的內生動力，首先需要喚醒農民的
角色意識、自主意識，要讓廣大農民
對鄉村振興有認同感、歸屬感和責任
感。目前，鄉村空心化問題突出，農
村「三留守」問題嚴重。鄉村振興戰
略的主體是農民，主體空缺，誰來種
地，誰來建設鄉村？目前我國城鄉仍
然存在的較大差距，是鄉村空心化問
題產生的主要原因。
他建議，為回鄉創業和留鄉創業農

民提供用武之地，讓農民看到在鄉職
業發展的前景，為他們搭建實現鄉村
夢的平台。目前，農業農村發展滯後
的問題仍然突出，因此鄉村振興首先
必須是鄉村產業的振興。要以農村的

宜居環境和良好的生活條件吸引農民
回鄉創業。加大對鄉村基礎設施建設
的投入，加強對基礎設施的統一管
理，提升基礎設施的運營效率，持續
改善鄉村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才能
夠讓農民在鄉安居樂業。他指出，要
在鄉村治理體制中更多地融入禮俗文
化元素，以更加濃厚的「鄉情」凝人
心、聚人氣。鄉村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主要目標之一，
要防止將現有的城市治理體制機械地
向鄉村延伸，創新鄉民自治的方式和
方法，建構新型鄉村治理體制要注重
與鄉土文化傳統對接，注重法治、德
治與「情治」的融合。要發揮「鄉賢
文化」在鄉村治理中「情治」功能。
他表示，要特別注重提升農民精神

風貌。精神風貌是激發農民內生動
力，讓農民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內在因
素。摒棄部分農民身上存在的「等人
送小康」的心態，引導他們認識到幸
福都是奮鬥出來的。鄉村振興是我國
農業、農村發展的一場嶄新革命，同
時也是農民走向人的現代化的一場自
我革命，農民必須在這場革命中切實
提升精神風貌，提高文明程度。加強
對農民的精神文明教育，引導農民群
眾自立自強、向上向善；要加強對農
民建設新農村能力的教育，讓農民增
長真本領，能夠為振興農村踏踏實實
地幹好工作。加強對農民的理想信念
教育，在其內心植入深深的「鄉土
夢」和進取精神，心中有信仰，腳下
才會有力量，鄉土才能成為「熱
土」。廣大農民由內心生發出熱愛家
鄉、心繫鄉土的熱忱，才會轉化為農
民振興鄉村的主觀能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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