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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乡村产业体系  推动乡村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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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产业发展要起好步、走得

稳、行得远，能够造福农民，必须尊重经济规律，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

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发展要

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

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未来，着力推进乡村产业不断升级，一定要

把“土特产”这3个字琢磨透。

“土特产”的“土”，就是要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要善于分

析新的市场环境、新的技术条件，用好新的营销手段，打开视野，用好当地

资源。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构建的产业体系要尽可能立足当地农业资源和环

境条件。认识和把握当地资源禀赋，除耕地和水资源外，还要充分评估当地

的林草河湖、生物和生态资源以及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价值。

“土特产”的“特”，就是要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把特色优

势和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要有开放视野和大市场意识，跳出本地看本

地，打造为广大消费者所认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做到人无我

有、人有我强。要依托乡村地域特色，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用好乡村田园风

光、绿水青山、村落建筑、乡土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优势，推动农业与旅

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田园养生、研学科普、农耕体验、休闲垂

钓、民宿康养等休闲农业新业态。

“土特产”的“产”，就是要建成现代化产业形态，形成现代化产业体

系和产业集群。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培育壮大现

代种养业、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新型

服务业、乡村数字产业等，形成特色鲜明、类型丰富、协同发展的乡村产业

体系。

推进产业振兴，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尽可能让农民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中来，注重把产业增

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通过就业带动、保

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能够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推进产业振兴，必须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要继续压紧压实责任，把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

帮扶政策衔接好、措施落到位，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

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坚决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

要建立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服

务能力，加大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金融资源投入，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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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在快速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城中村。城中

村普遍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大、房屋安全和消防安全隐患多、配套设施落

后、环境脏乱差等突出问题。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有效消除安全风险隐

患，改善城乡居民居住环境条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宜

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亟须对城中村实施改造。

推进城中村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先谋后动、统筹兼顾、整体谋

划、积极稳步推进，处理好一系列关系，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本定

位，城中村改造应将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作为基本原则之一。要坚持规划先行、依法征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

持公平公开、净地出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村民、村集体、政府和实施主体的关系。城中村改造涉及村民、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政府、实施主体等多个主体。为使城中村改造

顺利推进，需要统筹处理各方面利益诉求，平衡好各方利益关系，使大家都

有积极性，各负其责，各尽所能。

三是改造旧的城中村和破解居住难题的关系。城中村因房屋租金低，成

为城市外来人口的聚居地，居住着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青年人。在

城中村改造中，城市政府应妥善考量人员后续居住问题。一些城中村还形成

了许多产业，要充分认识城中村的功能、作用。城市对城中村中的人口和产

业有内在需求，这些人口和产业甚至是城市经济社会正常运行以及产业链、

服务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是产业搬迁和引入优质产业的关系。城中村中的产业主要为建材市

场、农贸市场、批发市场、仓库，以及家具、服装、日用品等小型加工业。

城市政府应摸清城中村产业情况，进行分类，视情况予以搬迁、就地升级、

保留等。除一些有安全隐患、淘汰落后的产业外，其他产业可就地升级或易

地保留。

五是改造和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的关系。城中村是在改革开放后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在原有村落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有的存在历史建

筑、古村落等。某些城中村还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段历史的典型载体，或成

为城市特色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