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粮食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粮食
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
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
斤以上。

耕地耕地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改
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持

“以补定占”，将省域内稳定利用
耕地净增加量作为下年度非农建
设允许占用耕地规模上限。

种业种业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完
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作机制，加
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
选育推广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
种。

帮扶帮扶

加大对重点地区帮扶支持力
度。将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试点政策优化调整至160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加强
整合资金使用监管。

增收增收

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持
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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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城乡

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统
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
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
源要素优化配置。

村村BABA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坚持农
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村
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

人才人才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
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
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
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邱海峰整理）

乡村全面振兴怎么干
关注中央一号文件里这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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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粮食安全是中央一号文件多
年来的高频词。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强调的“两个确保”中，排在第一
位的就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
何如此重视？

“近几年，面对全球粮食安
全形势严峻、国内自然灾害多发
频发等多重挑战，我们把解决14
亿多人的吃饭问题作为‘三农’
工作的头等大事，千方百计促生
产、夺丰收。”中央农办副主任祝
卫东说。

看成效，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
量达到13908.2亿斤，比上年增加
177.6亿斤，再创新高，连续9年稳
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以占世
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
了世界近1/5的人口。

看态势，中国粮食结构性矛盾
仍然突出，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态势
没有根本改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

具体怎么做？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突出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的导向，提出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的目标。

稳面积，就是稳定粮食播种面
积，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数据显
示，2023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85 亿亩，比上年增加 954.6 万
亩，其中大豆播种面积1.57亿亩，
比上年增加345.1万亩。今年，国
家明确要确保全国粮食面积稳定
在17.7亿亩以上。

“这关键是调动农民种粮和地
方抓粮两个积极性。”祝卫东说，今
年将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
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防止谷贱
伤农。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
贴，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
保险政策实施范围，让农民种粮有
钱挣。同时，加大对产粮大县支持
力度，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
向利益补偿机制，让地方抓粮不吃
亏、有动力。

单产提升是主攻方向。农业
专家分析指出，目前中国粮食面积
已处于历史高位，耕地和水资源约
束越来越紧，依靠扩大面积增加产
量的空间十分有限，产能提升的主
要途径是提高单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把粮
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
产上。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

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其
中，在种子上，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行动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
形成突破性进展；在耕地上，加强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高标准
农田建设投入标准和质量，完善
农田水利设施，全面提升农业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

推动实现“三个提升”

乡村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家园，
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重
点，这包括“三个提升”。

一是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
平。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支撑，
数据显示，乡村产业加快发展，去
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
业超过9万家，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超过7300亿元，乡村休闲旅游年
接待游客超过30亿人次。

“各地发展乡村产业有了较好
基础，但主体不强、链条短、带动能
力弱、同质化等问题仍较突出。”祝
卫东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
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
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
现代化大产业。

根据文件，今年将鼓励各地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乡
村旅游集聚区（村）建设，培育生态
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
态；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
深加工协同发展，促进就近就地转
化增值，支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
产区建设加工产业园；促进农村客
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
送，布局建设县域产地公共冷链物
流设施。

二是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农
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张斌表示，自2020年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正式提出以来，中国乡
村建设的制度框架不断完善，短板
弱项加快补齐。硬化路、动力电、
4G网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具备条
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客
车、通邮车，截至去年底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73%，90%以上行政村生
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

“今年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补上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祝卫东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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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农户自愿按标准

改厕、政府验收合格后补助到户
的奖补模式，不能搞成政府大包
大揽；针对农村新能源汽车越来
越多的情况，加强重点村镇新能
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规划建设。个
别地方在乡村建设中出现搞花架
子、搞“一刀切”的现象，要坚决予
以整治。

三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中
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表示，现阶段我
国乡村正在发生重大变迁，包括人
口总量和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思
想文化观念、传统乡土秩序等方面
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乡村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
的要求。

据介绍，今年将持续推进基
层减负，优化各类涉农督查检查
考核。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加强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
新发展，促进“村 BA”、村超、村
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
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加强高
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综
合治理。

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腰包鼓不鼓，农民很关注。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农
民增收促进行动。

韩文秀表示，增加农民收入是
“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过去一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691元，实际增长7.6%，比城镇居
民收入增速高2.8个百分点，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之比缩小到2.39∶1。今
年提出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目

的就是巩固农民持续增收势头，促
进共同富裕。

从构成看，农民收入包括家庭
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
入、财产性收入等。其中，家庭经营
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1/3左右，搞
好家庭经营是农民增收的重头戏。

围绕挖掘产业经营增收潜力，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壮大乡村
富民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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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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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中国农
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全国小农户数
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 98%以
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秧分说，应鼓
励因地制宜合理选择联农带农方
式，确保农民能获利、多得利，支持
培育壮大联农带农主体，提升联农
带农能力。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金文成认为，应把突破小农
户增收难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
点，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农
业节本增效、提质增效，进一步拓
展农业生产边界。据相关测算，实
行全环节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小农
户，一般可提质增收约 15%至
20%。

围绕工资性收入，文件明确促
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健全跨
区域信息共享和有组织劳务输出
机制，培育壮大劳务品牌。做好大
龄农民工就业扶持。在重点工程

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继续扩大劳
务报酬规模。

“当前，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仍
面临一定压力。”金文成说，还需要
靠充分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积极发
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在乡村创造
出更多就业岗位，加大外出务工农
民就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资性
收入稳定增长。

祝卫东表示，强化农民增收，
还将拓展转移性收入，赋予农民更
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持续加大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逐步提高农
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强涉农资金
项目监管，严厉查处套取、骗取资
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把给农民的各
项补助补贴补到位。鼓励以出租、
合作开发、入股经营等方式，盘活
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闲置房屋、

“四荒地”等资源资产，创造条件多
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据《人民日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粮食安全、乡村产业、农民增收等提出系列举措——

一号文件，绘就乡村全面振兴“路线图”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怎么
干？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

“路线图”。
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到提升乡村
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
乡村治理水平，再到强化科技
和改革双轮驱动、农民增收举
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着眼
解决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进一步明确“三农”工作
重点抓什么、怎么抓，力求让农
民得到更多实惠。

↑雨水节气前后，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忙农事，田间地头一派生机
勃勃。图为2月19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
把镇石门村，农民驾驶农机翻犁耕地。 韦如代/摄（新华社发）

→二月十九日，海南省琼
海市嘉积镇农民在田园里耕
作。 蒙钟德/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