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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农业更高效 乡村更美好

———2024，喜看“三农”新图景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实现稳

定安全供给

仲冬时节，寒意渐浓。 走进山东省

德州市夏津县的田间，绿油油的冬小麦

苗生机勃勃。

“从目前看，长势不错。”自出苗后，

夏津县苏留庄镇东管庄村爱红家庭农

场主程爱红几乎每天都要到地里，看一

看麦苗的生长情况。

今年夏天， 夏津县连续 30 多天没

有有效降雨，“要放过去，刚播下的玉米

肯定就不出苗了”。 在当地政府引导下，

程爱红提前给地里布设了滴灌水肥一

体化设备。 当地还通过农机合作社等农

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调度智能指针式自

动喷灌设备等参与抗旱，顺利迈过秋粮

保苗关。 玉米丰收后，程爱红抓紧播种

冬小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强，首要

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必

须强。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施粮油等主

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并加快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在粮食产量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

2024 年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粮

食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4 亿多人要吃饭，粮食生产是重中

之重，扶稳“油瓶子”、提好“菜篮子”、端

稳“果盘子”也很重要。

我国进一步巩固大豆油料扩种成

果， 深入实施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

工程，预计全年大豆面积稳定在 1.5 亿亩

以上，产量保持在 2000 万吨以上；冬油菜

产量 1581 万吨，实现连续 8 年增产。

“菜篮子”产品生产稳定、品种丰

富、供应充裕。 今年前三季度，猪牛羊禽

肉产量达到 7044 万吨，同比增长了 1%；

水产品产量增长 4.5%。蔬菜水果品类丰

富、供给充足 ，越来越多绿色优质农产

品摆上了老百姓餐桌。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进一步拓宽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千方百计推动农业

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

在辽宁省东港市小甸子镇小甸子

村，聋哑夫妻周学峰夫妇穿梭在自家的

草莓大棚里，忙着摘果、打包。

过去他们是村里常年被兜底帮扶

的对象。 今年，在各方面支持下，夫妻俩

申请到了涉农贷款、 学习了种植技术，

承包下园区的一个草莓大棚，今年预计

能挣 10 万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

帮扶产业持续发展壮大，832 个脱贫县

每个县都培育形成了优势突出、带贫益

贫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特色主导

产业。 脱贫人口也通过订单生产、股份

合作、消费帮扶等方式分享更多的产业

增值收益。

提升农产品加工业、实施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 农业产业强镇……今年以来，

我国积极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农业产

业韧性不断增强的同时，更多农民实现

了就近就地就业。

2024 年 6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确保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

基础地位 、 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同

时，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

作用。

改革的深入也增添了农村发展动

力，带动农民增收。 各地因地制宜探索

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

财产参股等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为农民增收探索了更多有效路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 ， 农村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16740 元， 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

际增长 6.3%。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

冬日里，漫步在云南省腾冲市曲石

镇清河社区下表院村， 远处风光秀丽、

山水如画 ，近处青砖黛瓦 ，令人赏心悦

目。 今年，这里成了“网红”打卡点。

曾经，这里垃圾乱堆、污水横流，村

民们怨声载道。 曲石镇党委书记李溢流

说，近年来，村里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铺设火山石旅游步道 ，打造崖边生

态观光走廊和村内农旅休闲走廊。

“村子变美了，老百姓住得舒心。 ”

他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游客已达 16 万

余人次，旅游收入 120 余万元。

下表院村的变迁，是我国乡村建设

的一个生动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 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近年来， 我国持续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 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 ， 推动生活污水垃圾治理 ， 常态长

效促进村庄清洁 。 目前， 全国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5%左右 ， 农村生

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

定保持在 90%以上， 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管控）率超过 45% ，村容村貌明显

改善 。

通过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具

备条件的乡镇和建 制 村 都 通 了 硬 化

路 ， 通 5G 的行政村占比超过 90% ，教

育、医疗 、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

断提升。

乡村，不仅要宜居，也要和美。

在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盐井村，为

破解村大面广治理难题，将群众聚居的

院落作为一个个单元，村党支部组织农

民群众选出热心公益 、认可度高的“能

人”为“院落长”。 各个院落里居住的村

民，遇到大事小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

是先找他们来调解处理。

随着院落更整洁、 邻里之间更和

谐，文明乡风 、淳朴民风也得到更好传

承弘扬，展现和谐乡村新风貌。

农业更高效、农村更美丽、农民更

幸福……希望的田野上， 处处是耕耘和

奋斗的身影。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

勇毅前行，不断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供给保障能力，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

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乡村全面

振兴的美好蓝图正变为现实。

（据新华社）

灵丘 211 个社保服务点实现县乡村三级全覆盖

养老认证有力度更有温度

“村里年轻人少，剩下的都是老年

人，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成了一个老

大难问题。 今年政府工作人员上门给认

证，还讲了很多养老政策 ，真的是帮了

大忙了。 ”12 月 10 日，山西省灵丘县沙

嘴村 89 岁的杜进国老人告诉记者 ，今

年的资格认证格外不同，让他感到省心

又暖心。

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事关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 ， 也是避免养老保险金

“跑冒滴漏”现象的重要措施。 该县纪委

监委对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实

行全链条、全过程监督，同时，督促相关

职能部门变被动为主动，对养老保险金

问题进行摸底排查， 逐一分析研判，建

立问题台账和整改台账，抓实养老保险

领域问题整治 ，形成“分析研判—发现

问题—整改问题”工作闭环。 截至目前，

该县已推动完成涉及问题整改 84 个，修

订完善《社会保险经办内部控制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资格认证常态化制度》

等 5 项相关制度。

为提升社保服务质效，更加有效地

将认证服务延伸到基层，打通养老保险

待遇资格认证“最后一公里”，该县纪委

监委推动相关职能部门依托群众服务

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等场所，在全县 11

个乡镇、186 个行政村、14 个社区设立

211 个就业社保服务社区村村全覆盖基

层服务点，推动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服务实现县乡村三级全覆盖，老人不用

跑路，在家门口的服务点就能办理现场

认证。

针对特殊群众，该县纪委监委督促

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作为，梳理待遇领取

人员信息 ，筛选登记身患疾病 、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下沉农村社区 ，开展社保

服务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现场讲解认

证流程，解答各种咨询问题 ，同时积极

开展“认证敲门”行动，对留守老人、残

疾老人、重病老人、高龄老人等开展上

门帮办服务。 截至目前，共推动全县基

层服务点办理事项 4.79 万件，为高危高

龄等特殊人群完成人工认证 654 人次，

上门帮办 1017 人次，实现了养老保险认

证人群全域覆盖。

“社保基金关乎千家万户， 我们将

紧盯责任落实，突出服务供给，护航社

保基金安全 ，保障群众老有所养 ，不断

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灵丘县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彭国强）

资料图片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2024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大“三农”工作力度，

有力克服多种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放眼广袤乡村大地，人们辛勤耕耘，不断夯实农业基础，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努力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基础。

【全面建设清廉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