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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特征，是包含广大小农户在内的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上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如何带领小农户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事关我国现

代化的进程。

小农户长期大量存在的客观性

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我国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一家一户为单元的家

庭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由于人多地少的原因，

我国产生了大量的小农户。尽管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

速推进，农业生产出现了产业化和规模化的趋势，但并没

有改变小农户的生产地位。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小农户的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

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

总耕地面积的70%。即使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 70%以

上，仍会有数亿人生活在农村，以在户在地和在户不在地

形式存在的小农户依旧是最大群体。就自身而言，农民由

于个人能力受限，收入不稳定，很难在城市扎根。在面对

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高涨的房价时，进城农民难以完全

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城市待遇，大多数农民最终还是要

回到农村，小农户离乡不离土的格局仍将长期存在。

实现小农户共同富裕的困境

1、小农户难以获得高收益

由于小农户经营规模小、耕地呈块状分散等问题，

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即使在享受国家粮食补贴的情况下，

一家一户只耕种几亩地，难以实现增收。小农户往往处在

最低端的种养环节，然而在农业生产中，更多的利润往往

产生在加工、包装、销售等环节，但基本上被农业企业垄

断，小农户很难与之分享利益，只能获得最少的利益。

2、小农户难以运用农业科技

随着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多以留守老

人、妇女和儿童为主体，青壮年农民农忙时回家务农，农

闲时外出务工，兼业农民数量在不断增多，已不把农业生

产当做主要收入来源。通过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2021

年对浙江、陕西、安徽三省农户家庭的调研情况来看，纯

农户仅占总样本的3.93%，兼业农户均已接近或超过50%。

由于农村留守人群整体素质普遍不高，兼业农户不把农业

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难以做到不断更新品种、运用新型种

养技术，更不会主动去运用先进农业科技。

3、小农户难以保证农产品质量

小农户多数依靠传统的方式经营农业，为了增产，往

往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再加上小农户无法实现标准化生

产，因此既无法保证产量，也难以保证农产品质量。

4、小农户难以延伸产业链条

绝大多数小农户只能进行最低端的种养环节，无法开

展农产品加工、包装、物流、销售等其他环节，不利于农

业产业链的延伸。而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是增加农业

利润，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5、小农户难以应对市场风险

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现小农户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以潍坊寿光市D村为例

 陈　亮

通过对潍坊寿光市D村带领小农户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进行研究，发现有以下特征：

基层党组织发挥了引领作用，政府政策支持起到了催化作用，特色产业的建立夯实了发

展基础，坚持联农扶农与小农户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带动了小农户致富。鉴于此，选择潍

坊寿光市D村为例展开研究，分析其在带领小农户共同富裕方面的实践经验，希望能够为

其他地区实现小农户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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