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生产忙

1 月 3 日，在山东

省枣庄市台儿庄经济

开发区一家锂电企业，

工人在生产车间工作。

元旦过后，全国各

地的企业纷纷开足马

力抓紧生产，力争新年

“开门红”。

贾礼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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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新闻·视点

毫不松懈

抓好粮食生产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2023

年我国粮食生产克服极端天气不利

因素影响， 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为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奠定基础。

“我们将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毫不

松懈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副司长刘莉华表示，重点抓好以下三

方面：

———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在抓

好已有的 100 个大豆、200 个玉米整

建制推进县的基础上，2024 年再增加

100 个玉米、100 个小麦和 102 个油

菜整建制推进县。突出“主导品种、主

推技术、主力机型”，组织开展技术培

训、指导服务等活动。 农业农村部将

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进一

步加大对单产提升支持力度。

———抓好大豆油料生产。 2024 年

将着力促进产销顺畅衔接，巩固大豆

油料扩种成果，确保大豆面积稳定在

1.5 亿亩以上、 油料面积稳定在 2 亿

亩以上，持续提升国内大豆油料产能

和自给率。

———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 农

业农村部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强化

农业灾害精准预报预警、强化基础设

施和救灾装备建设、强化科技支撑和

协作机制。

刘莉华表示，农业农村部将加强

与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会商

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逐步把永

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

快储备一批“平急两用”救灾机具，筛

选推广耐高温干旱、耐渍涝、抗病虫

等优良品种。同时，推动小麦“一喷三

防”、秋粮“一喷多促”等技术措施常

态化、全覆盖实施，并加强基层防灾

减灾救灾体系队伍建设。

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是“三农”

工作的底线任务。

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副局级乡村

振兴督查专员杨炼表示， 2023 年是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深化之年。 经过各

方面共同努力， 没有发生规模性返

贫现象， 脱贫地区农民和脱贫人口

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生产生活条件持

续改善。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中央

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

作体制，推动各级各部门抓好相关责

任、政策、工作的落实。”杨炼说，农业

农村部门将督促指导各地运行好防

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加强与相关行

业部门的数据交换共享，会同相关部

门抓紧落实各类针对性帮扶，并积极

推动和配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持续

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

杨炼表示，有关部门将常态化开

展控辍保学，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返贫

致贫长效机制，强化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和医疗救助综合保障，做好农村

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建立健全

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全链条农村饮水

安全保障体系。

据了解，2022 年全国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 14342 元、同比增长 14.3%，

预计 2023 年脱贫人口收入将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

会同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对有劳动能

力的脱贫人口 ， 强化产业和就业帮

扶；对无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 ，及时

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多措并

举，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 、生活更

上一层楼。

以人民为中心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锚定

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

“2024 年‘三农’工作的总基调是

稳中求进，其中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问需于民，狠抓工作落实，

久久为功。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

司长陈邦勋说 ， 农业生产要稳扎稳

打，在高平台上，针对薄弱环节和新

情况新问题， 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稳定农业生产大局；乡村振兴要稳步

推进，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

感可及的实事。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广大

农民群众的盼望。

“近年来经过多方努力， 乡村建

设取得积极进展， 乡村面貌明显改

观，但与农民的期盼还有差距。 下一

步，要协调推进乡村建设行动，牵头

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陈邦

勋说，将推动改善农村水电路气房讯

等设施条件，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

公共服务质量，循序渐进推进农村改

厕 ， 协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

理，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创建示范。

“我们将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

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从农民想干、

愿意干、能参与的事做起，把好事办

好、办稳妥，增强农民的获得感。 ”陈

邦勋说。 （于文静 郁琼源）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

〇

二四年新年贺词中指出，“2023 年，我们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经

历了风雨洗礼，看到了美丽风景，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粮食生产‘二十连丰’，绿水青山成

色更足，乡村振兴展现新气象”。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2024 年经济工作，提出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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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如何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如何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农村

部有关负责人作了解读。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谈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商务部：

我国服务贸易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1 月 4 日，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份至 11 月份，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

增长态势。 服务进出口总额 58902 亿元（人民

币，下同），同比增长 9%。 其中出口 24074.2 亿

元 ， 下降 6.8% ； 进口 34827.8 亿元 ， 增长

23.5%；服务贸易逆差 10753.6 亿元。 11 月份，

服务进出口 5447.8 亿元， 同比增长 13.7%；其

中服务出口增长 1.4%，服务进口增长 24.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教授陈建伟表示， 数据说明我国服务贸易总

体发展良好，服务贸易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为

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支撑。

数据显示， 服务贸易发展呈现两方面特

点。 第一，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

2023 年 1 月份至 11 月份，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

出口 24351.5 亿元，同比增长 8.3%。 第二，旅行

服务增长最快。 2023 年 1 月份至 11 月份，旅行

服务进出口 13148.8 亿元，同比增长 73.5%，继

续保持增长最快的服务贸易领域。 其中，出口

增长 56%，进口增长 74.9%。 （刘 萌）

国家林草局：

授予北京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国家林草局 1 月 5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唐芳林表示， 近年

来， 北京市将森林城市建设作为首都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实现了森林资源均衡发

展、生态格局全面优化、生态福祉惠及大众，

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奠定了坚实基

础，决定授予北京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程建华表示，

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对北京持之以

恒坚持绿色发展， 推动森林城市建设取得阶

段性成果的充分肯定， 同时也标志着北京的

森林城市建设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据了解，北京市累计新增森林和湿地 243

万亩， 森林覆盖率由 2012 年的 38.6%提高到

44.8%，城市总规确定的绿色空间结构基本形

成。 全市现有维管束植物 2088 种，陆生脊椎

动物 608 种，其中鸟类达 515 种，已成为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 （欧阳易佳）

18 部委：

助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落实《国家标准

化发展纲要》 中关于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体系建设工程的部署，近日，国家标准委、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司

法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城乡建设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退役军

人事务部、 广电总局、 体育总局、 国家医保

局、 国家文物局、 国家疾控局、 国家中医药

局、中国残联等 18 部委联合印发《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工程工作方案》，以标准化

助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工作方案》共提出 7 项重点工作、3 项

保障措施， 给出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

总体框架， 重点针对基本公共服务 9 大领域

和基础通用领域，提出未来研制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重点方向， 并对地方政府如何制定

科学适用的地方标准、 基层公共服务机构如

何加强自身规范化建设给出引导。 结合首批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情况，给

出了未来进一步深化综合类、专项类、区域协

调类三类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的总

体方向， 提出了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与政

策有序衔接、 深化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施监

督和评价的具体举措。 （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