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一号文件”） 公开发

布，清晰描绘了 2025 年“三农”的工作任务书、路线图。

今年“三农”工作具体怎么干？ 多位专家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要持续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继续端牢“中国

饭碗”； 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

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围绕提高农业综

合效益、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质量以及提

高财产性收入等，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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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开发布

做好“三农”工作，今年这样干

国家能源局：

支持更多民企

参与能源项目开发建设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将加大力度，支持更

多民营企业参与能源项目开发建设。

其中包括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油气勘探开发、加

工转化项目建设， 投资新能源和电力设施建设项目

等；支持民营企业以多种形式参与煤矿开发建设，有

序释放先进煤炭产能； 引导民营企业在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九大专项行动、 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等新型

能源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支持有能力的民营

企业承担核电领域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 参与核

电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参股投资核电项目。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将加大能

源领域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供给， 落实好新能

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文件，从“保量保价”向“市

场竞价”转变，促进新能源行业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

质的有效提升。 促进民营企业积极投资建设分布式

新能源、新型储能、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等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 出台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政策

文件。加快出台促进新能源消纳的政策文件，激发各

环节活力， 更好满足民营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业务

开展和重点用户绿色用能需求。 （丁怡婷）

金融监管总局：

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额

近 7 万亿元

2 月 25 日，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

合召开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推进会。

会议指出，2024 年 10 月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

制启动以来，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高效统筹下，在相

关部门、银行机构的密切配合下，四级工作机制迅

速搭建、有序运行，取得阶段性成效。 各地累计走

访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超过 5000 万

户，授信超过 10 万亿元。 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

额近 7 万亿元。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担当，坚

决消除阻碍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的各种隐形壁

垒， 全力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克服困难、 健康发

展，真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引擎。

会议要求，要加强互学互鉴，总结推广各地积累

的宝贵经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

密围绕“直达基层、快速便捷、利率适宜”目标，推动

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发挥更大效能， 有力支

持稳企业、强信心、促发展。 要加大企业走访力度，

跟进协调解决实际困难。 要引导银行机构加大资源

投入、提升服务水平，助力企业增订单、拓市场，增

强持续经营的能力和动力。 （罗知之）

多部门：

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推动海洋能规模化利用

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能源局联合

印发《关于推动海洋能规模化利用的指导意见》

（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 2030 年，海洋能装

机规模达到 40 万千瓦，建成一批海岛多能互补电

力系统和海洋能规模化示范工程， 海洋能应用场

景不断拓展丰富，形成系列高效、稳定、经济的海

洋能技术装备产品， 海洋能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

法律、 政策、 标准体系和市场环境进一步健全完

善， 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技术研发能力和全球竞争

力的海洋能规模化开发利用企业。

《指导意见》还提出“科学核算、规划引领，创新

驱动、迭代优化，试点先行、提升规模，政策引导、市

场主导，统筹协调、合力推进”五条原则，在核算资

源潜力、科技创新引领、开展试点示范、产业发展环

境、 开放合作发展五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 同时提

出，要强化政策措施保障，加强国家科技计划对海洋

能领域任务部署和财政金融支持， 做好部门和地方

之间的统筹协调，推进意见实施。 （王绍绍）

新闻·视点

权威发布

干好头等大事

端牢“中国饭碗”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粮

食播种面积， 主攻单产和品质提

升，确保粮食稳产丰产。 ”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保

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

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

事。 在过去的一年，我国粮食总产

量突破 1.4 万亿斤，意味着人均粮

食占有量超 500 公斤，高于国际公

认的 400 公斤粮食安全线标准。

为什么我们有底气端牢“中

国饭碗”？ 看看我们手里的“牌”：

全国耕地面积实现连续三年净增

加，2024 年 137 个小麦新品种通

过国家审定，300 马力无级变速拖

拉机量产应用， 这些为提升粮食

生产力增加了筹码。

翻阅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重要内

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

究院研究员涂圣伟表示 ， 保证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

始终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首

要任务 。 只有持续提升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才能

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为

应对国际国内的风险挑战提供坚

实支撑。

夏粮 ， 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首

战 。 为保证今年的粮食丰收 ，近

期，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奋战 120

天抓春管提单产夺夏收粮油丰收

行动，从“雨水”到“夏至”，聚焦重

点作物 、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紧

盯关键农时、 关键技术、 关键要

素 ，强化联系 包 保 、 监 测 预 警 、

指导服务 ， 全力以赴确保夏收

粮油首战告捷 、 夯实全年粮油

丰收基础。

守牢底线防返贫

加强保障共赴振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目前，全国超过六成的监测对

象已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其

余也都针对性落实了精准帮扶措

施， 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致贫的底线。

底线更牢。 截至 2024 年 11 月

底，全国累计帮扶 534 万名防止返

贫致贫监测对象，稳定消除风险。

产业更强。 832 个脱贫县均培

育形成 2 至 3 个主导产业， 总产

值超过 1.7 万亿元，近 3/4 的脱贫

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

利益联结机制。

就业更稳。 截至 2024 年底 ，

脱贫劳动 力 务 工 就 业 人数 3305

万， 已连续 4 年稳定在 3000 万人

以上。

收入更多。 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24 年前三季度，脱贫县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2384 元，比上年

同期实际增长 6.5%。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的

最后一年。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

兴旺介绍， 将扎实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各项工作， 研究谋划过渡期后

常态化帮扶政策举措， 牢牢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夯实农村经济根基

中央一号文件 提 出 ，“发 展

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

的中心任务。 2024 年，我国乡村富

民产业蓬勃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24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23119 元、比上年实

际增长 6.3%。

发展乡村产业是改变乡村面

貌的重要抓手， 产业兴旺才能增

收致富。 截至去年年底，各地建成

1709 个农业产业强镇、350 个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220 个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 全国规模以上农产

品加工业企业超过 9 万家。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各

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支持发展就

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 促进农民

就近就业增收。 ”

一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效

益改善， 预计全国规模以上农产

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18 万亿

元。 乡村休闲旅游发展向好，“乡

村游”“村字头”IP 吸粉无数，带火

了乡村、致富了农民。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是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水平和促进农民增收

的关键举措和内在要求。 ”浙江农

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执

行院长、 教授潘伟光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主要

举措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特色产

业富民。 要大力发展具有市场竞

争力的特色产业、 绿色产业以及

一二三产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

二是联农带农机制富民。 鼓励支

持在收益分配机制上向农民倾

斜；三是拓宽多种渠道富民。 拓展

农民经营性收入渠道， 强化就业

服务支持以及专项行动等手段 ，

提高农民工资劳务收入。 农业农

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介

绍，下一步，将围绕提高农业综合

效益、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提

升农民就业创业质量以及提高财

产性收入等方面， 继续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

山河为卷，奋斗作笔。 时值春

耕备耕， 丰收的故事正在沃野写

下新一年的序章 ，中国“三农 ”工

作者蹄疾步稳，乘势而上，必将绘

就农业强国欣欣向荣的新图景。

（李栋）

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投入运营

2 月 21 日， 观众在首都国

际会展中心参观展览。

当日，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

首都国际会展中心 （新国展二

期） 正式投入运营， 同期迎来

第 36 届中国国际汽车服务用

品及设备展览会暨中国国际新

能源汽车技术、 零部件及服务

展览会。

据了解，首都国际会展中心

总建筑面积约 61.1 万平方米。

场馆拥有 21 万平方米的室内

展厅面积和 1.5 万平方米的会

议空间，可与新国展一期联动，

满足 30 万平方米的净展规模，

促进大型展览活动落地北京。

任超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