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版33编辑编辑：：董文兰董文兰 校对校对：：张朝辉张朝辉
美编美编：：王樱羽王樱羽
20242024年年22月月66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

2024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年中央一号文件
聚聚
焦焦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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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每日电讯》）

2月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意见》发布。全文从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以及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等多方
面进行部署，送出惠农“大礼包”。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此次文件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上着墨颇多。在措施上，不仅“落”
到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严
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等多
个方面，还提出“扎实推进新一轮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严厉
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和耕地
非法取土”“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全
过程监管”“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
动”等具体要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这些提
法，主要从粮食供给端发力，根本上

是让我们掌握粮食方面的主动权和
话语权。同时，在保障供给的基础
上，在消费端也要做好节约工作，更
好地促进供求平衡。”

在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上，
文件强调，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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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
文来告诉记者，随着农业现代化的
推进，未来还是要以现代科学技术
为核心，推进整体耕地建设，同时亦
需要高素质人才来管理。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此次文件在“确保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上，着力于落实防止返贫监
测帮扶机制、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
扶、加大对重点地区帮扶支持力度。

李国祥表示，确保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帮扶措
施。如“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管理”

“提升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实效”
“推进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国
有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开展
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
和科技特派团选派”“推动建立欠发
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等等。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此次文件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上，除了提到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
动，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促进农
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在农民工就
业方面也进行了专门部署。文件提
出“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源头预防
和风险预警，完善根治欠薪长效机
制”。另外，文件还提到“做好大龄
农民工就业扶持”。

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

在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上，“县域
城乡融合发展”再被提及，不过，今
年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行动，鼓励有条件的县）

（市、区）将城镇常住人口全部纳入
住房保障政策范围。

“有效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和实
施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李国
祥表示，想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就需
要让进城农民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来，变成新的市民。同时，把保障性
住房放开，可以让农民安心在城市
生活，对促进供需也有重要作用。

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方面，文
件提出“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
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
理”。同时，“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
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
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
情负担。”

此外，此次文件专门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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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国祥看来，乡村全面振兴，
除了物质提升，还需要“铸魂”，即把
农村文化生活丰富起来，这些文化
生活可以变成精神上的力量，更好
地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据中新社)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惠农“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