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05

2022年5月26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张立蕴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乡村振兴局
吉林日报报业集团

合办 抓实抓实““三农三农””工作工作 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振兴 保障粮食安全保障粮食安全

本报讯 马延峰 记者 侯春强 报
道 吉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产值
高、农业人口比重大。面对自然资
源丰富的乡村，走过了温饱有余阶
段，吉林如何立足区位优势，务实推
动乡村发展，在扎实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加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进程中育先机，开新局？

5 月 22 日，“凝心聚吉·共话振
兴——东北特色乡村振兴首期云论
坛”在线上成功举行，受邀嘉宾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中国乡建院
理事长李昌平、日本立教大学教授
杜国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
分别作《三新思想下的乡村振兴》

《提高组织化程度是东北乡村振兴
的最佳突破口》《日本乡村旅游的措
施和案例》《全域有机农业与东北乡
村振兴》主题演讲，就推动东北特色
乡村发展和全面振兴给出了各自的
解读和答案。吉林融媒、搜狐·狐椒
文旅全矩阵云在线直播，仅狐椒文
旅直播在线观看人数就超过40万，
微博互动总量达 984.1 万。本次论
坛由吉林省乡村振兴局主办，吉林
省乡村旅游协会承办，得到了中国
乡建院、东北师范大学、科技部国杰
研究院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等单
位的大力支持。

对于东北乡村振兴，与会专家
不约而同地提到，要发展生态农业。

东北地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带之
一，黑土地分布较广，总面积大约

109万平方千米。东北地区粮食产
量约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
一，输出的商品粮约占中国商品粮
总量的三分之一。

“东北地区生态资源是非常丰
富的，但过去的发展重点却没有放
在生态产业化上和 产 业 生 态 化
上。”著名“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温铁军认为，推进生态产业
化与产业生态化是生态资源再定

价进入到生态经济新阶段的重要
手段。

温铁军表示，在“两山”理论之
下，生态化空间资源作为一种整体
的、系统的“区域经济”所蕴藏的巨
大的价值正日益显现出来，不过，生
态化资源开发必须要全方位、全地
域、全过程地进行，任何单一主体或
对单一业态的开发对整体生态资源
来说都是破坏性的。

温铁军建议，东北乡村振兴要
特别关注到社会结构与需求侧的变
化，中国已经形成全世界人口最多
的中等收入群体，东北地区必须要
解决优质生态资源卖给谁、怎么卖
的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认
为，世界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东
北地区要依托有利条件，抓住历史
发展的机遇期，建成中国生态文明

先导区，具体而言，即是要发展全域
有机农业。

胡跃高表示，一直以来，相对常
规现代农业来说，有机农业一直被
忽视了。过去，人们只注重它在品
质和生态方面的作用，而忽略了它
在食品安全、粮食安全等诸多方面
一举多得的作用。

胡跃高提出，要将村庄作为全
域有机农业建设的突破口，坚定地
走有机合作社道路，并建立统一规
划、统一标准、统一生产资料、统一
农事安排、统一产品销售和分户生
产的合作机制。

日本立教大学教授杜国庆则从
日本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出发，建
议东北地区创新性发展乡村生态旅
游。

中国乡建院理事长李昌平认
为，以资源禀赋来讲，东北地区本应
该在中国农业产业中有决定性的地
位和绝对的定价权，但组织低效、金
融无效和产权无效限制发展。因
此，提高组织化程度才是东北乡村
振兴的最佳突破口。

据了解，该论坛今后还将按月
推出数期，探讨东北乡村振兴的方
法和路径。六月份论坛将对话中
国乡建院李昌平、乡村振兴青年力
量——知北村总策划于桐、乡村振
兴青年力量——乡村笔记汪星宇
等，再次为观众呈现一堂振兴大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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