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是最基础、最刚需的产

业，也是市场化比例和科技含量

较低的领域，“靠天吃饭”的状况

尚未改观，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不

高，市场需求与产地供应不匹

配，经常出现谷贱伤农、丰产不

丰收、农产品滞销等丰收悖论，

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近年来，电商平台取得蓬

勃发展，正在快速渗透入农业

领域，改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

推动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科

学化，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改变

农村社会图景，让农业发展趋

于稳定，让农民收入可期。

电商平台的“拼”模式，具有

聚沙成塔的“魔术”效力，把全国

消费者的需求从时间和空间两

个维度归集起来，特别适合保鲜

期短的农产品迅速销售。电商

平台帮助企业与农户达成长期

供应合作，省去了中间交易成

本，进而重构和优化产业链，促

进线上线下全面融合，将“流量

密码”转变为“致富密码”。

中国有超 69 万个行政村、

超260万个自然村，如何让如此

大规模的村庄实现共同富裕，

需要探索出路子来。部分农产品在电商销

售方面的成功，证明“互联网+农业”方向可

行。希望各地乡村把握住互联网电商崛起

的机会，因地制宜深入推广“互联网+农业”，

运用市场手段推动产业标准化，推动相关农

业产业价值链现代化，帮助更多农户掌握电

商时代的“致富密码”。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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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时评】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2）》发布
本报讯（孟德才）7月26日，《中国农村发

展报告（2022）》发布会在京举行。报告针对促

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对促进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与路径选择进行分析和

探讨。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2）》共包括1个主

报告和4大类18个分报告。主报告发布了对

2035年和2050年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情况预

测，提出了衡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3大方面8

个类别的12个相关指标。

据报告预测，203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将达到42801元，2050年又将进一步增至

102576元；未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呈现明显

下降趋势，2035年城乡收入比降至1.8，2050

年进一步下降到 1.2，而城乡消费差距将在

2035年下降至1.3，2050年城乡消费水平将无

明显差距；2035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将实现均

等化，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的城乡差距

明显缩小，最低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无明显差

距，205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将实现均质化，

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福

利在城乡之间无明显差距。

主报告认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所在。近年来，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村居

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消费水平稳步提高，生

活质量明显改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

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富裕状况取得明显

进展。但是按照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国际标准，

中国农村居民的富裕程度并不高，共享共富程

度更不高，数量较大的农村低收入群体以及长

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是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

主报告建议，为确保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的两阶段战略目标，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上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有计划、有步骤

地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满足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

农村内部差距，并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具体路

径包括：一是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激发农村消费潜力，提

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三是优化农

村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和均质化；四是健全就业帮扶和社会救助

兜底体系，确保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共享发展；

五是提高社会流动性，推动更多农村居民成为

中等收入群体；六是完善“先富带后富”的区域

帮扶机制，缩小农村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据悉，该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年度研究报告，由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出版，今年出版的是第7本。会议

还举行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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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霍邱县临淮岗镇紧紧围绕

“两整一改”的总体思路，突出党建引领，深

入开展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实现了农村人

居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强化组织领导。该镇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建立书记负责制，成立专项领导组。

领导组下设16个工作推进组。形成“一

把手”亲自抓、部门联动抓、群众自觉抓

的格局。

加大宣传力度。该镇积极开展入户

宣传教育活动，悬挂横幅32条，入户宣传

6000 余户，发放宣传明白纸 16000 余

份。通过“红黑榜”等活动，评选“清洁

户”378户，有效带动了村民参与村庄自治

的积极性。

压实工作责任。该镇强化重点区域保

障。对“一台、两区、三线”等重点区域、重

点路段实行重点包保，明确责任；二是加强

网格化管理。对各村、各村民组进行网格

化划分，对村辖区内沟塘水渠、路面、陈年

垃圾、农户房前屋后院内进行包保监管。

（吴德凤）

霍邱县临淮岗镇——

全力提升人居环境 助力美丽乡村振兴

今年小麦产量和收益怎么样？近日，

省发展改革委成本局对我省14个小麦主产

县（市、区）126户调查户作了定点记账调

查。调查显示，小麦单产545.03公斤，比去

年增加74.41公斤，增幅15.81%。从售价

看，小麦每 50公斤平均出售价格 149.48

元，比去年增加26.59元，增幅21.64%。小

麦单产、价格和收益增幅明显，均创十年新

高，农民收益增长明显。

小麦单产为何增加？“政策好、天帮忙”

是主要原因。今年，我省制定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两个清单，设立支持粮食生产专项

资金用于发展优质专用粮食，提升高标准

农田建设投入水平，各地农业部门严格落

实中央财政安排的支持小麦促弱转壮资

金，促进各项田管措施落实，指导种粮户紧

紧抓住冬小麦关键生长期，开展“一喷三

防”，有效防治赤霉病、纹枯病、锈病等小麦

常见病，为小麦高产打下坚实基础。另外，

我省大部分主产区气候条件好，小麦适期

播种，春季返青后及时追肥，雨量适中，开

花灌浆期光照充足，亩穗粒数和千粒重明

显增加，收获期天干少雨，小麦质量等级和

食品安全指标为近十年最好。

然而，调查结果显示，生产成本也有所

上升。小麦生产每亩总成本为1057.37元，

比去年增加135.90元，增幅14.75%。这些

成本增加来自哪里？据调查，物质与服务

费增长近两成，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各增加

一成左右。在物质与服务费中，包含种子

费、化肥费、排灌费等。其中，排灌费增幅

40.8%，主要原因是今年小麦播种时，濉溪

县、亳州市谯城区墒情较差，抗旱播种，增

加了排灌费。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小麦种植收益创

十年新高。亩均净利润为 589.51 元，比

2021年增加331.28元，增幅为128.29%；每

亩现金收益为1017.74元，比2021年增加

383.66元，增幅60.51%。

另外，受国际形势等影响，原油、化肥

原材料等价格持续上涨，我省农资价格一

路走高。专家建议，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

作，保障化肥生产企业原料、能源等生产要

素供应和价格稳定，强化农资价格预测预

警，及时掌握价格、物流、存储等市场情况，

发挥供销合作社流通主渠道作用，做好农

资储备调运投放工作，形成政府保供稳价

市场信号，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王弘毅）

小麦量价齐升 收益增长明显

聚焦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7月25日，庐江县金牛镇瓜农正忙着将“8424”西瓜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今年金牛镇成

功引进“8424”“美都”“夏丰”“绿宝”“锦绣”等新品种西瓜，使精品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占全镇西瓜

面积的七八成，亩均产值在2万元以上，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通讯员 赵德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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