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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 2 月 23 日发

布，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

强国目标，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

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向全党全社会

释放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

围绕粮食安全、 农民增收等热点话

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在国新办 24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进行全面解读。

热点一：

如何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供给保障能力？

“我国粮食总体上仍处于供求紧平

衡状态，抓粮食生产不能松劲懈怠。 ”中

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

办主任韩文秀表示，持续增强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牢牢把握粮食

安全主动权，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稳面积、 增单产两手发力。

要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在大面积提单

产上，进一步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

施规模，加大高产高效模式集成推广

力度。

二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

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要推进农

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提升农业科技创

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加力攻克一批突破性品种等。

三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要

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

土资源， 全方位多途径拓展食物来源，

让老百姓的餐桌更加丰富，吃得更加健

康、更有营养。

四是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

制。 节粮减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增产，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粮食和食物

节约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全链条节粮减

损 ，形成节约粮食 、反对浪费的社会

风尚。

“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 ”韩

文秀表示，中央一号文件从严守耕地数

量、提升耕地质量、管住耕地用途等方

面作出重点部署，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热点二：

过渡期后帮扶政策往哪走？

2025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5 年过渡期的最后

一年。“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

底线， 绝不仅仅是今年的年度性任务，

过渡期后也必须长久 、 永久地守住守

牢。 ”韩文秀表示。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统筹建立农村

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

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 韩文秀说，

当前正在组织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5 年过渡期进行

总体评估 ，在评估的基础之上，对各项

帮扶政策分类优化完善。

他表示， 对于农村低收入人口，重

点是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防止

返贫致贫对象的识别监测，强化对有劳

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开发式帮

扶，加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注重激发

内生动力，增强“造血”功能。 对于欠发

达地区 ， 重点是促进这些地区振兴发

展， 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通

过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机制给予差

异化支持，让欠发达地区在现代化进程

中逐步赶上来。

热点三：

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促增收？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

农产品进口是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弥补

供需缺口、 平衡贸易关系的重要途径。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完善农产品贸易与

生产协调机制。 综合施策推动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稳定市

场供需。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采取一揽子措

施促进肉牛 、奶牛等行业纾困 ，下一步

随着政策持续发力，生产经营状况会有

望好转。 ”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

主任祝卫东说。

如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 祝卫东

说，文件着重从着力发展富民产业和促

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增收两方面，部署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

他表示， 现在到县域就业、 回老家

创业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文件强调发展

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扩大以工代赈项

目实施规模，在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促

进农民就近就业增收。

热点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如何走实？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统 筹 部 署 了 乡 村

建设和治 理 重 点 任 务 ， 着 力 推 动 乡

村面貌由 表 及 里 、 形 神 兼 备 地 全 面

提升。

祝卫东说 ，要提升乡村规划建设

水平。“乡村建设不能平均用力。 ”他

说 ， 要顺应人口变化趋势 ，合理确定

村庄建设重点和优先序 ，探索具有地

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

他表示， 乡村建设要尽力而为 、

量力而行 ，统筹考虑地方财力 、农民

需 要 和 接 受 程 度 ， 重 点 突 出 一 个

“实” 字 ， 集中力量办成一批农民群

众急需急盼的实事 ，坚决反对搞花架

子 、形象工程。

热点五：

农村高额彩礼怎么破？

祝卫东表示，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

也要铸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

抓。“针对高额彩礼问题，既要结合实际

拿出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也要加

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

和关心关爱。 ”他说，群众思想观念、生

活方式转变需要有个过程，农村移风易

俗要避免用急风骤雨、“一刀切”的办法

硬干蛮干，而是要常抓不懈、绵绵用力，

德润人心、化风成俗。

中央一号文件对持续整治人情攀

比、大操大办、厚葬薄养、散埋乱葬等突

出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 祝卫东表示，

关键是把群众工作做实做到位，把道理

讲清楚， 既要坚决对不良风气说不，又

要帮着农民想出路、找办法。

（据新华社）

2 月 23 日，湖北省黄

冈市罗田县骆驼坳镇燕窝

湾村梅花竞相开放， 山乡

春意渐浓。近年来，罗田县

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理念，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优化

农村人居环境， 打造生态

宜居的和美乡村， 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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