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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国人饭碗中国人端”重要论述研究

刘仁营，申玉涵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一个永恒课题，既要中国人民吃得更好，更要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把“饭碗”问题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认为粮食关乎国运民生。中共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人饭碗中国人端”这一问题更为重视，提出了“守好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保

护好绿水青山”“培育中国种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重要论述，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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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题

主持人：刘仁营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

安全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内容。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迈出坚实步伐、取得关键胜利，国际、国内相关

国家安全的问题频繁突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研究，越来越具有紧迫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经济安全为基础，要求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

全问题是必须得到重视的战略安全问题之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要求维护国家政权

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重视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其话语建设，占领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领

域制高点，是当下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公共安全为重要主题，要求提高防灾减灾

救灾和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对于全面推进中式现代化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专栏或从粮食安全角度（刘仁营、申玉涵《习近平“中国人饭碗中国人端”重要论述研究》），

或从政治安全角度（吴丹、吴旭文《唯物辩证法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探析》），或从生态安全角

度（刘建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持”的哲学意蕴》），以点带面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期

引起学界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与重视，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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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Xi Jinping’s Statement that
 “China’s Food Supply Remains Firm in Its Own Hands”

LIU Renying, SHEN Yuhan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0, China）

Abstract：It has always been an eternal issue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which means not only a better but 
also a securer supply of food for the whole nation.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of “rice bowl” and believe that food is related to the fortune of a na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has attached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of food security, and has made some propositions such as “China’s total area of farmland does not fall below the 
redline of 120 million hectares”, “protecting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cultivating Chinese seeds” and 
“developing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a path of food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Xi Jinping; “China’s food supply remains firm in its own hands”; Chinese seeds; food security

仓廪实，天下安。粮食能否丰收，不仅关系

着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和我们每个人的“饭碗”

息息相关。在世界形势严峻复杂的大背景下，“中

国人饭碗中国人端”成为一道各界亟待解决的严

峻考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擘

画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出了确保“谷

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中共二十大报告

也把国家“端牢饭碗”放在了十分重要的高度，强

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

亩耕地红线”“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等，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持续深度关切。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饭碗”

问题的重要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饭碗中国人端”重

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粮食理论的

丰富与发展，更是对新时代条件下我国粮食安全

工作新趋势的精准把握，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

丰富的现实考量。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首创者，马克思、恩格斯的

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农业和粮食领域的论述，对“饭

碗”问题作出了诸如“粮食生产是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前提”“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等论断。同时，

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凸显了资本家对工

人粮食安全的漠视，为我们后续解决这一问题奠

定了理论基础。第一，粮食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

活动的基本前提和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

动就是生产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如果

连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粮食都保障不了，那就更不

要谈别的生产劳动与民族发展了。1853 年，欧洲

发生缺粮危机，随之马克思撰写了《政治动态——

欧洲缺粮》，再次肯定了粮食的重要地位，“对

于其他各种产品来说，涨价使本身需求下降；但是，

粮价上涨却只能使对粮食的需求更大，并且使其

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下跌”[1]354。只有在确保自己有

食物的前提之下，人们才能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农业发展问题。

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

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2]27 同时，面对资产

阶级工业革命，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传统的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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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必然会被取代，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

于工业。恩格斯也前瞻性地看到了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到

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

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

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地重复和积累才产

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3]1000。第

三，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批判凸显了资本家对工人

粮食安全的漠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指出：“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

说是工人的住宅，不如说是他们的饮食。”[4]414“这

些人住在连用来关牲畜都不太适合的简陋的小土

屋里，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冬天的食粮。”[5]560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理论与俄

国具体的革命、建设的过程相结合，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饭碗”问题的论述。

列宁提出了“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粮

食问题关乎国家政权的存亡”“以粮食税代替余

粮收集制”等论断。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

在《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中强

调，“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出

发点是群众利益，那么俄国革命的关键就是土地

问题。”[6]177 发展农业，解决好粮食问题是人民生

活改善的前提。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建立

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但是受战争和国内粮食

政策的影响，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人民

生活一时间陷入了无法维系的境地，进而出现了

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在 1919年召开的俄共（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强调“粮食问题是一切

问题的基础”[7]353。面对当时的紧迫情况，列宁深

刻地认识到粮食不仅是人民生活的保障，也是政

权巩固的保障。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政权存亡，

因此他决定实施以征收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为

核心的新经济政策，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粮食危机，

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注入新的活力。

毋庸置疑，抓好粮食工作也是我国这个人口

大国的头等大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

开拓者，毛泽东一生都在关注“饭碗”问题，高

度重视粮食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推动实施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

粮食方针，强调粮食节约问题等。毛泽东早在《湘

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就指出：“世界什么问题

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

的力量最强。”建国之后，虽然粮食生产有了较

大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均耕地不足、生产技术落

后等诸多原因，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不高。意识

到这一点，毛泽东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重

视农业，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

要天下大乱。1953 年，我国粮食的产需矛盾和供

求矛盾更加尖锐，粮食紧缺情况日益严峻，毛泽

东在听取陈云的建议后，提出：“粮食征购、整

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8]297

为了“端牢饭碗”，毛泽东亲自提倡科学种田，

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不仅如此，他还以身

作则，坚决反对浪费粮食，并提出要把“收割、

保管、吃用”三件事抓得紧紧的。毛泽东关于“饭

碗”问题的重要观点是在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实践

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是新中国粮食工作经验与

教训的总结。这对于当今中国做好粮食工作、建

设农业强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二、“守好十八亿亩耕地”是“端好饭碗”

的物质基础

土生万物，地发千祥。“端好饭碗”的根本在

耕地，要认识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命根子，

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由此，习近平总

书记围绕“藏粮于地”战略提出了一系列解决耕

地问题的思路，如“必须严防死守十八亿亩耕地

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更要提质量”“要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一）“守好十八亿亩耕地”，要保住耕地数量

牢牢守好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与我国“大国小

农”的基本国情、农情是分不开的。耕地是我国

最宝贵的资源，要想保住其数量，就要做到“三

个定”，即定线、定位、定责。习近平总书记极

为重视“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问题，在中共二十

大报告中强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

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9]31 从当下的具体情况来看，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近 1/5，与之相对应的，中国

耕地却连全球耕地的 1/10 都未达到。究其原因，

我国国土面积中适合农耕的土地很少，是典型的

人均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因此，18 亿亩耕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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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是人民赖以吃饭的家底，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

全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要想保住耕地数量，

就要“定线”，即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

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划定三条控制

线来保护耕地。在划定控制线之后，还需要做好“定

位”工作，即要准确地做好保护任务，落实好哪

块是耕地、哪块是永久基本农田。最后，要做好“定

责”工作，由中央和地方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

实行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因此，“定线、

定位、定责”为保护我国耕地数量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守好十八亿亩耕地”，要提高耕地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

守住耕地红线，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土

地作为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亿万人民的民生

之本、发展之基。但我国优质耕地资源紧缺。因

此在提高耕地质量方面要紧紧抓牢高标准农田建

设、黑土地保护，同时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的全程

监管，确保补充耕地可以长期稳定利用。

“长期以来，相对粗放的农业发展方式，造成

耕地地力衰减、质量下降。”[10]70 所以，当下我国

的耕地质量总体上不容乐观。习近平总书记将“建

设高标准农田”作为重要抓手，逐步把永久基本

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而黑土地作为难以再

生的宝贵耕地资源，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对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深

入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严格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与此同时，在土地制

度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补充耕地数量和

质量不到位、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

田的现象。针对耕地质量占补平衡中的突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中要把好关，不能让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耕

地之实”[11]。因此，要加强监管，真正实现补充

耕地的产能和所占耕地相当，为“端牢饭碗”提

供扎实的物质基础。

（三）“守好十八亿亩耕地”，要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

从保护耕地数量和提高耕地质量两方面来看，

都必须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限制

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

地、严格实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等。

在 2021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 亿亩耕地

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实至名归”，突出一个“实”字，既要求 18 亿

亩耕地数量要“实”，容不得掺水造假，也要求

质量要“实”，容不得滥竽充数。耕地作为粮食

生产的命根子，决定了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要加强耕地用途管制，规范占补平衡，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从事非农建设的行为。要时刻警惕土地流转过程

中出现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强化土地流转

用途监管，推进撂荒地利用，坚决遏制耕地“非

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如果耕地都非农

化了，那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因而，

要落实好“藏粮于地”战略，像保护大熊猫一样

保护耕地；要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

保需要时能产得出、供得上，为端牢中华民族的“铁

饭碗”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保护好“绿水青山”是“端好饭碗”

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总结十年

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成果时指出：“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

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9]11 中共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确指引

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瞩目成绩。

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虽然发展才是硬道理，但

是绝不能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

绝不能一味索取资源。因此，要保护好“绿水青

山”，把握好“绿水青山”与“端好饭碗”之间

的关系问题。

（一）牢固树立“两山论”理念，处理好“绿

水青山”和“端好饭碗”的关系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05 年，习近

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这一理念。这一理念深刻地揭示了发

展和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9]49 只有把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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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只有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

关系，才能把“中国饭碗”端得更加稳固。

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

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2]52 人与自然共

同存在于地球之中，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存基础，

人既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也是自然环境的塑造

者，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紧密联系的整

体。因此，“绿水青山”和“端好饭碗”之间也

是辩证统一的；必须把握好这两者之间和谐共处

的“度”。要坚持“端好饭碗”和“绿水青山”

之间的和谐统一，在耕种过程中要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和

改造自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为了填

饱肚子，曾过度向自然索取资源，给生态环境和

粮食安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害。如果人的行为

超出自然界可以承受以及自我修复的范围，那么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就会被割裂，物质交换

和物质循环关系也会随之破裂。所以，我们必须

平衡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培育绿色生活消费方式，把握好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中的主线，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

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二）践行大食物观，开辟“端好饭碗”的新

思路

由于过去粮食长期供给不足，我国传统粮食安

全观着重强调粮食供给数量；而现在我国实现了

由“吃不饱”变为“吃得饱”，进而追求“吃得好”

的历史性转变，因此，大食物观应运而生。大食

物观是食物供给适应居民食物需求的大农业观、

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的资源利用观。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要求“树立大食物观，

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9]31。

大食物观是在我国食物供求长期处于一个紧平衡

的情势下提出的，就是要转变生产方式，广泛开

发资源要素，拓宽食物来源，增加食物总量，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绿色高质量发

展和食物供给的可持续。既要向耕地要粮食，又

要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即宜粮则粮、

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但是，

多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并不是漫无目的、毫无节

制的，大食物观十分重视资源利用的合理性、可

持续性。一方面，在耕地资源利用上，既不能出

现明显的“非粮化”，又不能“一刀切”地必须

生产粮食，需要坚持“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

充分盘活生态资源。另一方面，在坚持生态优先

的原则下，挖掘生物资源以及森林、海洋食物资源，

促进农林牧副渔业均衡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

生产方式，推进农业的绿色发展。

四、培育“中国种子”是“端好饭碗”

的关键条件

籽种好，一半谷。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

是农业科技的重要载体，也是“端好饭碗”的关

键条件。因此，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切实保

障好种源安全。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

才能端牢中国饭碗、实现粮食安全。

（一）培育“中国种子”，决不让“种子主权”

旁落他人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以及农业资本

化之后专利保护的出现，种质资源的流动有了国

界，种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13] 端牢中国人

的饭碗，要坚持立足国内，培育“中国种子”。

继工业芯片之后，人们也开始担心种子作为

“农业芯片”的“卡脖子”问题。中国农民种粮

本来就利润微薄，一旦专利被外国公司持有，种

子的价格必然会上涨，导致农民的种粮成本大幅

提升。这样一来，农民本就微薄的利润被大大消减，

其种粮积极性必然受到影响。广大农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也会随之下降。与此同时，种子

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要从战略

意义上来考虑种子安全问题。在全球竞争的大环

境下，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控制了

粮食就控制了全人类。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跨

国种业公司孟山都就曾以种子为“枪”，在阿根

廷进行过一场臭名昭著的“农业屠戮”，最终导

致该国丧失了对本国大豆产业的控制权，无数本

土农民破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粮食能否基本

实现自给自足，直接关涉着粮食安全的主动权问

题，进而关乎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掌控，而种

子是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值得肯定的是，我国

的主粮种子，除了玉米之外，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19

刘仁营，申玉涵：习近平“中国人饭碗中国人端”重要论述研究

不足的是，经济作物的种子可能随时会面临“卡

脖子”危机。因此要坚持立足国内、保障自给的

方针，加强对粮食全链条的自主把控能力，避免

出现巴西守着“金饭碗”饿肚子的悲惨情形。同时，

必须确保国家粮食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的自主权，

不能完全由市场和资本掌控。所以，要牢牢把握“种

子主权”，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但抓牢种子主权不是要走“封闭式”的道路、搞

“关门式”的政策，抓牢种子主权要掌握适度性、

稳定性。

（二）培育“中国种子”，要落实好“藏粮于技”

战略

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不断

提高，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

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

用。因此，要想“端牢中国饭碗”，就要在科技

创新的基础上加强优良品种的培育，进而落实好

“藏粮于技”战略，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加快构建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

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

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

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粒种子可以

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14]664

实践证明，推动种业发展，科技创新是“加速器”，

良种培育需要科技支撑。高产的良种对于消费者

和农民而言都是极为有益的，一方面能够丰富消

费者的“米袋子”，另一方面能够鼓起农民的“钱

袋子”。所以，培育中国种子作为“藏粮于技”

的关键领域，必须抢抓机遇、加快创新、迎接挑

战。要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聚焦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在原创技术和底盘技术方

面取得突破，推动种业由产量数量型向质量效应

型转变。同时，也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

管，优化种业发展营商环境，建立健全商业化育

种体系，在种业开放中健全信息监测预警体制。

在此基础上，要解决好生产和科研“两张皮”问

题，大力支持科研单位与阵型企业的对接与合作。

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这把利刃的作用，“要继承

和发扬老一辈农业科研工作者胸怀祖国、服务人

民的优秀品质，拿出十年磨一剑的劲头，勇攀农

业科技高峰”[15]。

五、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确保“端

好饭碗”的重要手段

进入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牢牢

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

底线。因此，要想“端牢饭碗”，就要着眼于农业、

农村、农民，充分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

组织起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一）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

要想“端好饭碗”，首先要有人种地，农民是

粮食生产的主力军。但是，“饭碗”问题不是仅

靠农民这个主力军就能得到完美解决的，必须实

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

负责。因此，在粮食生产问题上，必须充分调动

农民种粮和地方政府抓粮“两个积极性”。

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党

中央坚持以乡村振兴来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充分彰显了党的“三农”情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旨归。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实现劳动地位

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农民必须参加劳动，必

须加入“丰富饭碗”的行列中。所以，我们要充

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要让农民在粮食

生产过程中有所盈余。这不仅需要大力支持粮食

生产，更要给农民提供一张收入的安全网，让农

民种出放心粮、卖上舒心粮。同时，在提高农民

种粮积极性的基础上，也要让地方抓粮有义务、

有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主产

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起端、责任一

起扛。”[16] 地方政府要切实抓好粮食工作，让中

国饭碗装更多优质中国粮，让中国农民的钱袋子

鼓起来。

（二）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走共同富

裕之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

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分别以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解决农村发展中的问题。

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走

共同富裕道路。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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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9]31

农村作为增长潜力最大、发展不平衡矛盾积累

最多的地方，正酝酿着为“端好饭碗”作出更大

的贡献。在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统”和“分”的关系。“但

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

‘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

得到很好的解决。”[17]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和

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给解决“统”和“分”

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烟台市作为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践行者，2017 年，在全国率

先提出并试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为首个

在全市范围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地方。“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不同于简单的“党支部书记领办合

作社”，也不同于“先有合作社、再把党支部设

在合作社上”，而是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

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农民致富愿望有机结合，

把党组织的领导全面融入农村经济发展和治理的

过程中，进而迸发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这一模

式鼓励每个村民都参加合作社，尽最大努力做到

在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掉队”。“烟台经验”

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打造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

样本，是助力乡村振兴和迈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

全新探索。“烟台经验”回答了在当时的条件下，

如何真正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

合起来、如何组织和发动群众的问题，这对于实

现共同富裕和“端好饭碗”都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饭碗中国人端”重

要论述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为新时代搞好

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维护

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这一重要论述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实践中取

得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粮食安全思想；从世情国情粮情出发，

统筹好“两个大局”，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的位置，紧紧端牢 14 亿中国人的“饭碗”，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更好地满足人

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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