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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做好新时期农业农村工

作作出了重要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确保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十二五”时期，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粮食连

年高位增产，实现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质的飞跃；农民收入持续

较快增长，扭转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农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民生保障水平；农村社

会和谐稳定，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实践证明，党的“三

农”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亿万农民是衷心拥护的。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既面临诸多有

利条件，又必须加快破解各种难题。一方面，加快补齐农业农村

短板成为全党共识，为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汇聚强大推动力；

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带来持续牵引力；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为拓展农业农村发展空间增添巨大

带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为农业转型

升级注入强劲驱动力；农村各项改革全面展开，为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不竭源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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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收入稳定较快增长，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确保如期实现

全面小康，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背景下，

如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实现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是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在受国

际农产品市场影响加深背景下，如何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赢得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动

权，是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

代化的基础。我们一定要切实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紧迫感，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

村，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始

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不松劲，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加快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断巩固

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 

“十三五”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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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厚植农业

农村发展优势，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走

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让广大农民

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到 2020 年，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粮食产能进一步

巩固提升，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产

品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

小；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农民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农业

支持保护制度、农村社会治理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进

一步完善。 

一、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着力强化物质装备和技术支撑，

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施藏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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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

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 

1.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投入力度，整合建设资

金，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建设步伐，到 2020 年确保建成 8 亿

亩、力争建成 10 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生态友好

的高标准农田。整合完善建设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监管考

核、统一上图入库。提高建设标准，充实建设内容，完善配套设

施。优化建设布局，优先在粮食主产区建设确保口粮安全的高标

准农田。健全管护监督机制，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将高标准农田

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将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纳入

地方各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内容。 

2.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建设。把农田水利作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点，到 2020 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0 亿亩以上，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5 以上。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积极推进江河湖库水系连通工程建设，优化水资源空间格局，增

加水环境容量。加快大中型灌区建设及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大

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加强农村河塘清

淤整治、山丘区“五小水利”、田间渠系配套、雨水集蓄利用、

牧区节水灌溉饲草料地建设。大力开展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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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积极推广先进适用节水灌溉技术。继续实施中小河流治理

和山洪、地质灾害防治。扩大开发性金融支持水利工程建设的规

模和范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

和定额管理，合理确定农业水价，建立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机制，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完善用水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水权交易市

场。深化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创新运行管护机制。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护。 

3.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建设。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总体上达到发展中国家领先水平，力争在农业重大基础理论、前

沿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统筹协调各

类农业科技资源，建设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实施农业科

技创新重点专项和工程，重点突破生物育种、农机装备、智能农

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关键技术。强化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

加快研发高端农机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提升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水平，推进林业装备现代化。大力推进“互联网+”现

代农业，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

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大力发展智慧气象和农业遥感

技术应用。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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