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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蘩会

1 1月19—20日，2020年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年会暨农

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海南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坚

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垦改

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助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研

讨新时代农垦高质量发展之路。

原农业部副部长刘成果，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

党组成员宋建朝，原农业部党组成员、中国天然橡胶协会会

长杨绍品，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杜国功，农业农村部

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辉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会议，农业农村

部农垦局局长邓庆海通过视频作年会主旨报告。中国农垦经

济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主任李尚兰主持会

议。来自相关部委业务主管部门、央企及金融机构、科研院

校及相关企业代表，部分垦区的领导，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

理事、理事单位代表共100多人参加会议。

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局长邓庆海通过视频作了题为《乘

风破浪新征程携手铸就农业航母新篇章》的主旨报告。邓

庆海指出，中发33号文件颁布实施5年来，农垦改革发展取

得重要实绩，农业航母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农垦上下凝心聚

力，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部署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深化农垦集团化企业化改革，推进农垦转型升级发展，

有利于建造航母的社会分工、专业协作、核心产业改扩等新黼■阕麟霖鬻篡
和措施更加丰富，为加快建成农业领域航母、培育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农垦企业集团积累了必要条件。展望2035年经济

社会发展远景，要牢记新发展阶段，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新部署，贯彻落实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要求，自觉破除垦区

壁垒，使农垦经济主动嵌入区域经济体系，锻造产业链供应

链长板，塑造新优势，实现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协调共

黼‘f ?f 』 ，+，卜

生、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始终成为农业现代化标杆。

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主

任李尚兰主持了会议，并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本次年会受到

各方高度重视，议程紧凑、主题聚焦，报告有高度、分享有

干货、交流有深度，取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预期目的。李

尚兰表示，当前农垦发展面临政策和市场两大历史性机遇，

农垦在现代农业建设方面抢得了先机，新一轮农垦改革为发

展注入了活力，要抢抓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农

垦高质量发展，要提高站位、与时俱进、彰显特色、增强魄

力，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贡献农垦力量。

李尚兰强调，农垦研究、农垦智库，既是农垦整体发展的需

要，也是各个垦区和农垦企业的需要，希望各理事单位重视

自身研究团队的建设，同时支持研究会的工作。要回顾历

史，看到成绩，增强信心；要登高望远，抢抓机遇，有所作

为；要凝聚农垦行政事业单位、农垦企业、科研院所中的农

垦经济研究力量，整合各方资源，打造一支无边界的研究团

队，建设中国农垦智库；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好对策研究，

坚持目标导向、做好理论研究，坚持结果导向、做好实证研

究；要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作用，办好会刊

《中国农垦》。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农垦中心将

工作任务定位为“四个服务”，即：服务党和国家“三农”

工作大局、服务农业农村部党组决策部署、服务部农垦局重

点工作、服务垦区热区改革发展。把具体工作措施确定为着

力打造好七大服务平台。目前，农垦中心已经制定了《中国 ·

农垦经济发展中心服务平台建设方案》，并得到有关各芳的

认可和支持，希望与各方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平台建设。

这次会议，是在全国农垦系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的高潮之际召开的，意义重大，为新时代农垦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转自“中国农垦杂志”微信公众号。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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