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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

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把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等重要提法部署，释

放出我国将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信号。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问题。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第 12 个中

央一号文件，今年一号文件围绕“有力

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从明确重点和

抓好落实等方面作出全面部署，力求不

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强化重要引领——一号文件强调，

“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

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这一部署具

有深厚的实践支撑。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

划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已经成为涵盖农

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

党的建设在内的一项系统性工程，改变

了浙江农村的整体面貌，为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作出了先行探索和示范。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关键

是学深悟透“千万工程”经验蕴含的理

念方法，各地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能生

搬硬套、搞“一刀切”，甚至搞形象工

程。关键还是要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

身发展振兴的路子，创造性开展工作。

抓好工作重点——如何打好乡村

全面振兴漂亮仗，贯穿一号文件的“两

个确保、三个提升、两个强化”指明方

向，推动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

部署落地见效。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这是做好“三农”工作的底

线任务，不容有任何闪失。我国实现了

粮食生产“二十连丰”，但在粮食安全问

题上仍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关键要

把今年一号文件的具体部署落到实处，

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确保 14

亿多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同时，压

紧压实防止返贫工作责任，加强帮扶力

度，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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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好乡村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促

进“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

健康发展。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推动解决“小马拉大车”等基层治理问题。

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

民增收举措。这需要各地各部门打通

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鼓励符合

当地实际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稳定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挖掘产业经营增收

潜力，多措并举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一号文件明确了 2024 年及今后一

个时期“三农”工作的“路线图”，关键要

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

实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

乡村全面振兴，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

制，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

久久为功，尊重农民意愿，让广大农民真

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近日，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正式启

动 ，这 是 近 期 亮 相 的 又 一 中 美“ 工 作

组”。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各领域各层

级互动交往加快步伐，开展了一系列对

话沟通和务实合作，推动落实两国元首

去年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在当

前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美良性互

动，向外界释放了两国关系止跌企稳的

积极信号，为双边关系向好发展增添了

新动能，这种好的势头值得珍惜和维护。

但也应该意识到，美国依然将中国

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缘

政治挑战”。近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沙利文就中美关系的未来发

表讲话说，美国将继续通过对内加强自

身优势、对外强化盟友关系同中国开展

战略竞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则滥用

国家安全概念，污蔑中国制造的电动汽

车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美

国依旧不断借台湾问题搞政治操弄，在

南海问题上挑动对抗，污蔑抹黑中国人

权状况，处心积虑打压中国芯片产业，

限制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美方这些

行径并不符合两国元首共识，也没有遵

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

美正确相处之道。

在去年的旧金山会晤中，两国元首

同 意 推 动 和 加 强 中 美 各 领 域 对 话 合

作。可以看到，双方团队近期正及时跟

进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

战略沟通层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沙利文近日举行

了新一轮会晤，沟通“坦诚、实质性、富

有成果”；在两军关系上，中美双方稳步

恢复对话磋商；在金融领域，中美金融

工作组已进行了三次会议；在经贸领

域，举行了两国商务部沟通交流机制首

次部长级会谈；在农业领域，中美农业

联委会第七次会议近日在华盛顿举行，

重启中断 9 年的中美农业合作机制……

种种迹象表明，双方正努力抓住时机，

从建立和恢复沟通对话开始，从一点一

滴的具体事情做起，朝着两国元首旧金

山会晤指明的正确方向前进。

中美加强高层交往，保持沟通渠道

畅通，将有助于双方增信释疑、管控分

歧，减少误解误判。作为世界上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两国之

间的关系，还事关国际局势总体稳定。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

卡里亚撰文指出，当今世界有许多地缘

政治危机，而其中危险性最大的一个正

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过去几年，美国

政府表现出的对华不信任、沟通不畅和

缺乏接触都是危险的，这种对抗很容易

失控，而近期的中美互动有利于两国关

系向好。文章援引美国政治风险咨询

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的话

说：“最近几个月最大的惊喜是美中关

系趋于稳定。”

中美都肩负着大国责任，两国关系

改善将有助于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以

及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风险。在王

毅同沙利文的会晤中，双方讨论了中

东、乌克兰、朝鲜半岛、南海等国际和地

区问题。近日，中美启动“21 世纪 20 年

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商定在工作

组机制下保持密切沟通，深入开展务实

合作。针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

中美商定将于今年春天举行中美人工

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美国

密歇根中国创新中心前顾问汤姆·沃特

金斯说，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重大问题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相互理解和尊

重是让两国关系充满活力的重要保障。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中美关系

又一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合

作共赢，推进互利合作。当务之急是把

沟通的桥梁搭起来，把合作的道路铺起

来，排除两国交往面临的各种障碍，不断

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巩固中美关

系企稳势头，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

定、可持续的方向改善发展，让“旧金山

愿景”照进现实，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维护好中美互动增多的好势头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最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外交关系协

会活动时坦言，“美国意识到，几十年来

为塑造或改变中国所作出的努力，无论

是明里还是暗里，都没有取得成功。”

这是美国官方公开承认过去几十

年对华实施“改造”战略，并以失败告

终。让美国这些人失望的是，中国始终

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巨大进步，国家治理水平迈上新台

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

在事实面前，美国必须调整对华认

知，放下“塑造或改变”中国的执念，找

到与中国平等相处之道。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说，中美走的是不同的路。这种

不同不是今天才有的，今后还会继续存

在。中美相处很重要一条就是承认这

种不同，尊重这种不同，而不是强求一

律，试图去改变甚至颠覆对方的制度。

在国际政治中，美国始终有种幻

觉 ：认 为 自 己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山 巅 之

城”，有权统治世界，也有教导其他国家

遵 从 其 制 定 的 所 谓“ 规 则 秩 序 ”的 义

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提出：“通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会同意进

口更多产品，更同意进口我们最珍视的

价值……”美国一些战略家坚定地认

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下一个就

轮到中国。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中国

在随后 20 年的时间里成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化道路。

实际上，美国与其追问“为什么改

变中国失败？”不如多想想“为什么会认

为自己能够改变中国？”英国学者马丁·

雅克指出，美国之所以屡屡读不懂、看

不透、判不准中国，关键在于无视中国

的历史文化。他在《洛杉矶时报》发表

题为《理解中国——西方错估中国已数

十年了》的文章指出：“人们想当然地认

为，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西方化。但

是，影响现代化的不仅仅是市场、竞争

和技术，还有历史和文化，而中国的历

史文化迥异于任何西方国家。”雅克表

示，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希望能够大体

按照自己的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

标准来评价中国，却不愿投入精力去理

解尊重其国家文化、历史和传统所蕴含

的智慧和特殊性，“这无疑是错误的”。

归根到底，“文明优越论”混合冷战

思维，使美国高估自己的同时，又低估

了中国人民主导自身命运、谋求自主发

展的主体意识。

“美国总是高估自己决定中国发展

道路的能力”，美国学者库尔特·坎贝尔

和伊莱·拉特纳在合著的文章《思虑中

国》中写道。正如幻想“经济开放会让

中国西化”注定失败一样，妄图通过遏

制打压同样无法改变中国的发展轨迹，

中国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是而且只会

是基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做出的自

主选择。

作为对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系统影

响力的大国，中美以何种方式共存攸关

人类前途命运，而阻碍中国的自主发展

就像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克努特国王试

图阻止海水涨潮一样。《金融时报》在一

篇题为《面对美国打压，中国是正确的》

评论中说，美国需要一种战略来面对

“永远存在的中国”，而“押注中国屈服

并不是战略”。

“改变中国”的美国执念当休矣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