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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的根基。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
力成为热议的焦点。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
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点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
快发展。当前，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更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月 19 日，以“新质生产力 为强农注入新动能”为主题的专家与
媒体面对面活动在山西太原万狮京华大酒店举办，与会专家围绕发展
新质生产力等内容进行交流座谈。

专家与媒体面对面现场

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

“新”和“质”两方面，作用对象

及本质是生产力，即以新技术、

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的

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

性及主导作用，把创新驱动作

为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注重将

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

业和产业链上，从而加快传统

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升级改造，推进跨界融合，延

长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

效能、高质量的生产力发展方

式，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离不

开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农业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现代

化强国的根基，在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上，

身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时代大背景下，介入新质生

产力要素、融合新质生产力

动能，对在广大农村土地上

催生、发展新质生产力，更优

质 高 效 地 服 务 于 高 质 量 发

展，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是实

现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的有效途径，也是更好

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一环。

专家 简介

孟永华:山西省乡村振兴研

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孟永华：

从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
分析新质生产力

现在常说种子是“芯片”，主要

是因为种业在农业生产中的核心作

用类似于芯片在信息技术中的地

位。首先它是基础性的，种子是农业

生产的起点。其次种业是科技创新

的载体，种业是农业中科技含量最

高的，比如，据统计农作物种业对粮

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了 70%。第三，

种业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影响

到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和粮食安全。

第四就是粮食安全，要保证粮食高

产，就必须使用培育出的种子，不能

依靠自留种，所以，种业也是各国农业

竞争的焦点。因此，种业对于农业发展

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和战略性作用。

除了上述概念比拟的“芯片”

外，在我们农业上也确实缺少实实

在在的芯片，主要是指农业专用芯

片。农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数据分

析，要获得需要的数据，就要通过传

感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

对农业生产过程的精准管理和调

控，深度应用到环境监测、智能控制、

数据管理、溯源管理等方面。目前农

业专用芯片应用还不广泛，更新迭代

还是比较慢。

种业的核心任务是育种，就是通

过遗传改良，培育具有优良性状的新

品种，提高作物产量和抗逆性。一般

分为传统育种和分子育种两种方式。

传统育种是通过选育、杂交等手段，

将优良基因组合在一起，培育出新品

种。传统育种方法具有操作简单、成

本较低等优点，但育种周期较长，且

改良效果有限。分子育种是利用分子

生物学技术，对作物基因进行精准改

良。分子育种方法具有育种周期短、

改良效果显著等优点，但技术要求较

高，成本相对较高。

总的来说，在育种方面落实新质

生产力的要求，是最具有应用场景和

实际意义的，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

和安全，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生产力是人们创造财富的能

力，在生产力传统“三要素”中，包括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

化组合，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

技能的劳动者，把以生产工具为主

要的劳动资料，引入生产过程的劳

动对象。

传统农业生产力靠一人一地一

畜力，新质生产力=（科学技术革命

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伊（劳动力+劳动工

具+劳动对象）优化组合。这个我非

常赞同，科技、生产资料要素的创新

配置、产业转型升级，再乘以传统

“三要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科技

创新，科技包括信息化、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成为核心的劳动

资料。改革开放几十年，尤其是进入

新时代以来，我们的强农重农政策、

各级党组织指导统筹、土地经营制

度改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城

乡融合发展等，一直在促进农业农

村生产力发展。涉及农业农村关系

层面的内容，一定会不断调整优

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势互补、

共享发展，各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流

动和优化配置，也是需要充分考虑

的因素。

当然，包括山西省各地农业农

村发展面对的资源条件、经济状况、

社会基础不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力度和进度要有轻重缓急之分，发

展什么样的新质生产力、投入多少

资源，要以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科研条件等作为依据，因地制

宜，循序推进。

专家简 介

薛村波:山西省种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正高级农经师

专 家简介

余向东:中华全国农民报协

会秘书长，农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薛村波：

所谓新质生产力，是由技

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

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

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

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

心标志。

在原有生产力基础上，通

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培

养等手段，实现生产效率和质

量的大幅提升，本质是先进生

产力的提升，涵盖了多个产业

领域。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畜

牧业等，在更多人眼中是传统

产业，然而，我国作为农业大

国却不是农业强国，在农业领

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尤为迫切。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依靠传

统、常规的生产力水平提升是

远远不够的，通过近几年发

展、应用的智慧农业场景，已

初步展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

的巨大潜力。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已经

为智慧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条

件，农业的各个环节、各种场景

必将走向“智慧化”。数实融合

通过将先进的数字技术应用于

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

可以显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创新商业模式，从而促进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在未来，我们可

以预见，数实融合将使生产过

程更加智能化、自动化，大幅提

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它还

将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升级，传统产业将通过数字化

转型实现新的发展。

武志明：

从智慧农业、数实融合的角度，分析新质生产力

专家 简介

武志明: 山西农业大学农

业工程学院教授，博士

余向东：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及在农业领域的影响和作用

我们对新质生产力已经有

了基本的了解，从现在设施农

业这个角度怎么理解农业方面

的新质生产力？设施农业是科

学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创

新的这么一个集合体。在戈壁、

盐碱地上发展农业，在楼房里

养猪、养鸡，在大海上耕海牧

渔，在寒冷的冬季种植反季节

蔬菜，设施农业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让农业突破对自然条件的

高度依赖，跨越时空，拓宽发展

边界。

设施农业本不是新鲜事

物，各地的蔬菜大棚、畜禽规模

养殖场早已很常见。最初农民

用秸秆做个风障，实现了对小

环境的改变，就是最简易的设

施，后来有了小拱棚、大拱棚、

土棚，到现在的玻璃温室，都是

设施农业。现代设施农业就是

用先进的新技术、新装备、新科

技对传统设施农业进行升级，

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

这两年国家密集出台支持现代

设施农业的政策，设施农业发

展迎来了最好的机遇。发展现

代设施农业的过程，也是加快

应用新技术新设备、对农业产

业变革升级的过程。

但升级现代设施农业也

面临一系列短板，如部分蔬

菜、花卉种子依赖进口，部分

专用设施种养品种、精细化调

控设备、重要数据管理软件等

严重依赖进口，精准管理、绿

色防控等总体发展滞后。发展

现代设施农业，需要不断推进

自主创新，打破现代农业发展

的技术瓶颈。

专家 简介

米厚民:山西农民报社社长

米厚民：

从现代设施农业的角度，阐述新质生产力
从农业芯片、农业育种的角度，阐述新质生产力

以新质生产力绘就时代好“丰”

景，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是重要途径。经过 20 余年发展，我

国农机装备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在

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

整体产业发展还面临产品利润水平

偏低、“卡脖子”技术领域仍然存在

等难题。

大家都知道，纵观我们的人类

社会发展史，每一次生产工具的革

新都会带来生产成本的一个减少和

生产效率的一个提升，对于我们人

类社会经济发展都是起到非常重大

的意义。那么新质生产力对于我们

农业方面来说，我觉得在新制造方

面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一是我们

要更注重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

尤其是我们基于现在互联网的发展，

为我们智能化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

的基础，包括我们的大数据、物联网、

现代农业、数字农业都对我们的农业

发展起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二是

我们希望在新质生产力方面，要注重

协调更新、注重成果转化，我们的一

些发明创造不是让它留在实验室，而

是要运用到我们现实的劳动场景里

去。三是一定要因地制宜，发展新的

生产力，不是说新的生产力提出来以

后大家一哄而上、一窝蜂，而是一定

要根据当地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每

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应用场景，那么在

这方面，包括我们专家、政府在新质

生产力方面也要有所取舍、有所甄

别，因地制宜就进行发展。
专家 简介

贺小巍：

从农机装备的角度，阐述新质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