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2月6日 星期二

责编/版式 密 丽聚 焦12

本报地址/中山路 13 号 (格尔木市融媒体中心) 邮编/816099 广告热线/0979-8496552 广告经营许可证/格工商广字 6328014000001 号 印刷/格尔木市印刷厂 零售/0.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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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释放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信号—中央一号文件释放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信号

新华社记者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近日发布，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进行

系统部署，释放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信号。

围绕粮食安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农民增收致富等百姓关心的话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

同志在国新办4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进行全面解读。

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3
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为推

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

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两个确

保”，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

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表示，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重点是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稳面积、增

单产两手发力，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

据介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关

键入手，在完善农业保险、健全主产

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强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方面提出了一批有含金量的政

策措施。

“中央一号文件统筹粮食生产、

流通、消费，打出了政策‘组合拳’。”

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

卫东表示，文件把抓好粮食生产保供

作为重点，明确了主攻方向，提出了

任务目标：

——稳定播种面积。关键是调

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两个积极

性。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

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

贴、稻谷补贴政策，优化实施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完善农资保供稳

价应对机制；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实现三大

主粮保险全国覆盖、大豆保险有序扩

面。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重

点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探索建立

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主攻单产提升。文件明确，

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集成推广良

田良种良机良法。重点是抓住种子

和耕地两个要害。多措并举推进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拓展食物来源。树立大

农业观、大食物观。在保

护好生态环境前提

下 ，面 向 整 个

国土空间资源要食物，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

——强化节粮减损。持续深化

食物节约各项行动，弘扬节约光荣风

尚，提倡健康饮食，坚决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建设农

业强国目标，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这个主题，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为引领，对“三农”工作进行系统

部署。

韩文秀表示，学习“千万工程”经

验，重在学习运用蕴含其中的理念方

法。比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稳

扎稳打、久久为功；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从农民群众期盼中找准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系统观念，统筹

推进城乡发展和建设；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

业；坚持党建引领、大抓基层，不断加

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等等。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是农民群众的期盼。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强调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

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

理水平。

韩文秀表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

水平重点是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

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重点是从各地实

际和农民需求出发，不断改善农村基

础设施、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提升

乡村治理水平重点是健全党组织领

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安宁。

下一步如何推进乡村建设？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乡村建设

要从各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抓

住普及普惠的事，干一件、成一件。”

祝卫东说，要强化规划引领，持续改

善人居环境，补上基础设施短板，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把握乡村建设的

时度效。

他表示，在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方

面，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

件不同，要因地制宜推进生活污水垃

圾治理和农村改厕。要持续打好农

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一体化推进

乡村生态保护修复，让农村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清。

“乡村建设要突出为农民而建，

重在可持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

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祝卫

东说。

强化农村改革创新

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用好深化

改革这个法宝。祝卫东表示，新时

代新征程“三农”工作任务更繁重，

矛盾更复杂，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

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

“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持续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农垦改革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化农

村改革重点工作作出了部署，为乡村

振兴增动力、添活力。

祝卫东介绍，要巩固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方向已经明确，

今年将开展整省试点，探索具体的实

施办法，为全国面上推开打好基础。

文件还提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

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

经营队伍，着力解决“谁来种地”问题。

他表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前期已完成清

产核资和股份量化，要在严控风险

的前提下，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

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

样化途径，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健康发展。

“农村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涉

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坚守农

村改革底线，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制

度创新，强化改革举措集成增效，激

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祝卫东说。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要求。如何进

一步兜牢底线，增强发展能力？

据了解，截至 2023 年底，我国超

过六成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消除了

返贫风险，其余也都落实了帮扶措

施，没有出现规模性返贫。

“防止规模性返贫既是重大的经

济任务，也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

持续用力，思想上不能松懈、工作上

不能松劲。”韩文秀说，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重点强调搞好监测帮扶、强化产

业和就业帮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等

三个方面。

文件明确，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等重点地

区，要进一步落实财政、金融、土地、

人才、对口帮扶等倾斜性支持政策，

着力改善发展条件，增强发展能力。

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1691
元，实际增长 7.6％，城乡居民收入比

缩小到 2.39∶1。
“也要看到，巩固农民增收势头

面临不少困难挑战。”祝卫东说，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把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摆在突出位置，重点从挖掘产业经营

增收潜力、稳定农民外出务工收入、

拓展转移性收入、赋予农民更加充分

的财产权益等四方面着力。

据介绍，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

农民增收促进行动，支持农户发展特

色种养、手工作坊、林下经济等家庭

经营项目；健全全产业链监测预警机

制，强化多品种联动调控，提升消费

帮扶助农增收行动实效。同时，强化

产业发展联农带农的政策导向，健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扶持

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更好

地带动农民参与产业发展、分享增值

收益。（记者 于文静 高敬 郁琼源 王

聿昊）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