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2
编辑：党菲 校对：张朝辉 美编：党菲 2023年12月26日 星期二

三农新闻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解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解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社址：陕西杨凌示范区展馆西路1号 邮编：712100 编辑部：029-87036601 记者部：029-87031606 广告部：029-87031701 发行部：029-87036595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2024年“三农”

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其中，在粮食安全方

面，从稳面积、增单产两方面着手，提出

“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

“推动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探索建立粮

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等系列

举措。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我国着力端

牢中国饭碗，有效应对了全球粮食危机、

突发自然灾害等重大风险挑战。下一步，

要抓住稳面积、增单产两个关键，确保耕

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聚焦玉米、大

豆等重点领域，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

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3年，

我国有力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东

北局地严重洪涝、西北局部干旱等不利因

素影响，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908.2 亿

斤，比上年增加177.6亿斤，增长1.3%，再

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

以上。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向耕地

要粮食，不仅要确保耕地数量，还要提升

耕地质量。为此，会议提出，“加强耕地保

护和建设，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优先把东北黑土

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

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适当提高投资补

助水平。”

“此次会议明确，健全耕地保护制度

体系，适当提高投资补助水平。这表明

我国耕地保护的理念越来越系统科学，

保护的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中国农业

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国家

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韩一军说。

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全国已累计

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2023年将新

建 4500 万亩、改造提升 3500 万亩。

2023年1到8月，全国已完成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4470万亩。根据《全国高标准

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到2025

年我国将建成10.75亿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

食生产能力的关键举措，对全方位夯实国

家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意义。”农业农

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姜楠说，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关键是强化资金保障，

特别是合理保障财政资金投入，强化政府

投入引导和撬动作用，鼓励金融和社会资

本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拓展高标准农田

建设资金投入渠道。未来还要加快完善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体系，强化项目实施

管理，加强建后管护和利用。

推动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

目前，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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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产能提升关

键还要提高单产。此次会议强调，“推动

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

今年，我国启动粮油等主要农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在100个大豆、200

个玉米重点县整建制推进，效果明显。记

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在局部地区受灾较

重的情况下，大面积单产提升有效对冲了

灾害影响，实现了以丰补欠、以秋补夏。

全年粮食平均亩产389.7公斤、提高2.9

公斤，单产提高对增产的贡献达到

58.7%。

专家表示，未来我国粮食提升单产仍

有较大潜力。姜楠表示，从品种看，水稻、

小麦、玉米的大田产量与区试产量还存在

较大差距。从技术看，各地创新了玉米浅

埋滴灌、大豆大垄密植等一批高产技术模

式，示范点平均增产在10%以上，但还没

有大面积普及推广。

“提高粮油单产是一项系统工程，产

能提升最迫切、单产提升潜力最大的是大

豆、玉米两个作物，要率先启动单产提升

行动，力争尽快实现突破；之后是产能提

升有需求的油菜、水稻、小麦，要结合实际

统筹推进实施，将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

量、专家产量转化为农民产量、典型产量

转化为大田产量，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迈上新台阶。”姜楠说。

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
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保障粮食安全，还要强化政策支持，

提升农民种粮和主产区抓粮积极性。

2023年，我国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

购价，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增加产

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扩大三大粮食作物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此次

会议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

向利益补偿机制”。

“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

补偿机制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粮

食安全方面提出的新举措，其核心是根据

各省的粮食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差距，建立

粮食调入省对粮食调出省进行利益补偿

的制度性安排。”农业农村部农研中心研

究员张照新说。

张照新表示，与其他果蔬茶等特色作

物相比，粮食生产产值低，产后加工业利

润率也相对较低，由此带来的不仅是种粮

农民的亩均收益低，地方的税收也比较

少。近年来，国家在加大对种粮农民支持

的同时，也出台了种粮大县奖励政策，但

从实际运行效果看，这些政策并未从根本

上扭转以上格局。此次会议提出探索建

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旨

在更好地缓解这种局面。

“以前对于粮食产销区，是中央纵向

财政补偿，此次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

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有利于促进区域

平衡。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守住耕地，提高耕地质量。”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

国祥说。

（据《经济参考报》）

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防范应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做好油菜灾害防御指导服

务工作，近日，农业农村部组

织油菜专家组制定发布《油菜

抗冻减灾明白纸》（以下简称

《明白纸》）。

《明白纸》详细梳理了油

菜苗期轻度冻害、苗期中等

冻害、苗期严重冻害、花蕾

期冻害、致死冻害的症状以

及相应的抗冻减灾技术和

措施，并普及油菜冻害综合

防治常识。油菜的低温冻

害主要发生在越冬期间，也

可 能 发 生 在 早 春 寒 潮 期

间。当气温降至-3℃至-

5℃ 时 ，油 菜 就 会 遭 受 冻

害，-7℃至-8℃时受害较

重，一些冬性强的油菜品种

能抗-10℃以下的低温。冬

季低温和大风、田间干旱和

渍害均会加重油菜冻害 。

旺长苗、弱小苗和抽薹开花

期油菜对低温最为敏感。

《明白纸》还针对油菜不

同苗情特点，提出冻害综合

防治措施要点：一是培育越

冬壮苗，对长势较差的要追

施尿素和新美洲星促进早

发壮苗；二是对长势偏旺的

油菜入冬前喷施多效唑，增

加磷肥和钾肥的施用量；三

是强化冬前管理，中耕除

草，培土壅蔸，及时清理“三

沟”，减轻渍害，提高地温；

四是冻害发生后，可追施速

效氮磷钾大量元素、喷施硼

肥和生长调节剂，加快恢复

生长。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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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这一年里“三农”领域

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值得记录的大

事。12月23日，2023年度乡村振兴十

大新闻重磅发布。

一是2023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
际，习近平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
的学生回信，强调厚植爱农情怀，练就
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
功立业。二是2023年12月，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对“三农”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锚定建设农业强
国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
城乡融合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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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千万
工程”实施20周年，“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经验从省域探索走向全国学
习运用。四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意见》发布，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20年聚焦“三农”。五是我国克服较为
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多重不利影响，

202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08.2 亿
斤，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再创历史新高。六是最新全国国土变
更调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9.14
亿亩，耕地总量连续2年实现净增加，
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七
是《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
(2023-2030年）》发布，明确建设现代
设施种植业、现代设施畜牧业、现代设
施渔业、现代物流设施等四方面重点
任务，这是我国首部现代设施农业建
设规划。八是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加力
推进，全国落实工程建设投资创历史
新高，提升8000多万农村人口供保障
水平。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
护法》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8月
15日成为首个全国生态日。一项项具
体行动推动美丽中国目标一步步变为
现实。十是“村BA”全国火热，“村超”
“村排”“村乒”等“村味”体育活动大放
异彩，带动农文旅大融合，为乡村振兴
注人强大文化动能。

（据央广网）

2023年度乡村振兴十大新闻重磅发布

（上接第一版）
业内专家表示，面对越来越紧的

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高的稳产保供

要求，必须开阔思路视野、创新方式

方法，抓好以粮食安全为重心的农业

生产。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下一步将着

力稳口粮、稳玉米、稳大豆，继续扩大

油菜面积，着力提高单产。切实抓好

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持

续推进大豆油料生产，确保明年大豆

面积稳定在1.5亿亩以上。

同时，农业农村部将着力稳定

“菜篮子”产品供给，优化生猪产

能调控机制，促进奶业产需平衡，

推动蔬菜水果等均衡供应，加快

发展深远海养殖，加强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加强耕

地保护和建设，健全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优先

把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

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

农田，适当提高投资补助水平。支持

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种

业振兴行动。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

示，要系统推动农业农村科技创新，

突出应用导向，优化农业农村科技创

新体系，组织各方面科研力量聚焦产

业瓶颈集中攻关、联合作战，创新机

制强化科研项目管理，稳步推进生物

育种产业化。

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提升耕

地质量，抓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提高高标准农田投入水平，统筹推进

黑土地保护等重点任务；推动农业绿

色发展，畅通农户生产、种养结合、农

村生态循环。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