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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对我国农村建设的影响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世界动荡变革的特殊时刻，迫

切需要统筹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和安全，夯实稳住农业农村农民
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世界粮食市
场带来影响，也让人们体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疫情是暂
时的，在疫情存在的情况下，农村农民防疫情措施得力，但对农
业农村建设也产生了一些影响。防止因病致贫返贫是硬骨头，今
后要对口支援更精准，分层分级做好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大病救
助、社会互助等。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3000多
万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列举如下：1、外出务工人员返回，收
入减少。2、农民精英可以重新认识自己的家园和问题。3、农村
基层组织可以借此发展自己。4、农田荒抚有所改善。5、农村各
项工作暂时放置等等。因此，疫情对农村整体的影响不大，农民
仍然会选择进城打工，农田荒抚、农村荒废、生态污染现象没有
改变，所以我们要从长远计划，改变农村家园面貌，为广大农民
兄弟幸福的明天而奋斗。

2 　当前我国农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农业现代智能化设施欠缺，不能实施市场化的运作。我国

农村乡村振兴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要减灾、减旱、减涝、减虫害。

特别是我国偏远山区农村，80%的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青壮年
外出务工，政府资助，只有20%的收入来自于自产自销，搞副业产业。

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如何转移，如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粮食安全怎么保？如何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脱贫之后
怎么干？乡村产业怎么兴？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环境怎
么建？城乡之间怎么融？我们要善于用历史观看待“三农”问
题，遵循历史规律推进“三农”工作，凡是涉及农民基本权益，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必须看准了再改，保持历史耐心，在重
大问题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上绝不能跑弯走偏。

对农村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算经济账，更不能当作一
般的不动产来进行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两会报告指出，对脱贫
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
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央有关部
门出台了200多个政策文件和实施方案。接下来要在保持主要帮
扶政策总体稳定基础上，逐项推进政策分类优化调整，做好同乡
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逐步实现平稳过渡。乡村振兴战略无论
范围、规模、目标、标准，其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
坚，需要汇聚更强大力量，采取更有力举措推进。

既要做增量，吸引“新农人”，还要激活存量，发挥“土专
家”“田秀才”等作用。要围绕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探
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积极探索实施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这些都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和乡村建设行动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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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我国疫情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面临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从两方面进行阐

述，从而阐释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面临的新问题新对策。

【关键词】我国；三农；面临；新问题；新对策

金融服务不能缺位，要加快健全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完善
适配政策与机制，提供系统的金融服务与产品，真正支持产业
更强、农民更富、乡村更美。例如：陕西高陵，优环境深
改革强产业，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乡村振兴阔步行，美好
生活成色足。高陵区积极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立足区
情农情，全面统筹推进，通过搭建三大平台，激发改革动力，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优化结构，夯实农村发展产业基础，培
育产业动能，强化乡村治理，内外兼修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
打造宜居农村人居环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显著提升，一曲绚丽的乡村振兴画卷已铺展开来。

为此，要全面提升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产业，改变三农面貌，
今后要重点抓好几个方面：1、规划编制。推动各地合理确定村
庄分类和布局，加快编制村庄建设规划，注重保护好传统村落民
居和乡村特色风貌。2、基础设施。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
重点放在农村，着力推进水电路气房讯等公共基础设施往村覆盖
往户延伸，重点改善通自然村道路和冷链物流等既方便生活又促
进生产的基础设施，探索建立长效管护机制。3、人居环境。从
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抓好分类改厕和污水处理，逐步提高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和生活污水处理率。4、公共服务。持续推
进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在
县域内优化配置，不同层级明确不同建设重点，满足农民不同层
面的需求，实现功能衔接互补，资源统筹配置。

一是行政村以下的通村组道路和村内主干道，以及附近的资
源路、产业路、旅游路三路；二是冷链和物流，比如推进电商上
行下行，鲜活农产品的保鲜。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过程中，还要
完善相关机制，在资金方面，除了财政资金，还要更多利用金融
特别是中长期信贷资金。除了农村内部主体，还要鼓励社会和企
业共同参与。既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问题，又要解决农民
的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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