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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解码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一动不动，万紫千红”“谈钱伤

感情，不谈钱没感情”……一些大家耳

熟能详的顺口溜， 道出了我国部分农

村地区高额彩礼现象背后的尴尬处

境。 2 月 23 日发布的 2025 年中央一号

文件， 针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出破题

之道，重点强调“综合治理”。

文件提出， 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

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

作用， 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

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

农村高额彩礼不是新问题。 这几

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部署破解之策。

比如，2022 年的文件提出，“开展高价

彩礼、 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023 年的文件提

出，“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

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

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024 年的文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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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仇

童伟表示， 传统观念、 性别比例失

衡、经济因素等都同农村高额彩礼密

切相关。

解决复杂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 需要的恰恰是中央一号文件

所提到的“综合治理”。

“为婚姻‘减负’，给幸福‘加分’，

需要多方发力、综合施策。 ”仇童伟说，

文件提到“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

用”， 就是要让相关方面各展所长，凝

聚合力， 形成治理农村高额彩礼的良

好生态和坚实链条。

据调查，不少地方在积极探索。 例

如， 江西省金溪县率先设定彩礼上限

6 万元，宁夏通过“零彩礼证书 ”奖励

国有景区门票优惠。

今年 2 月初， 江西省永丰县君埠

乡杜溪村银龙下小组的村民陈云松与

妻子郭园林喜结连理。 这对新人是教

师伉俪，他们用“零彩礼”的方式开启

新生活。

郭园林说， 以前有的村民认为彩

礼要得高才显得有面子， 随着大家观

念的改变，越来越多村民意识到，好日

子要靠夫妻双方经营， 而不是彩礼堆

砌。 他们作为老师希望用实际行动倡

导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念。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到，“加

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 此前，多地法院公布了多起以彩

礼为名大肆索取财物的典型案例。 受

访专家表示，这也是“综合治理”的重

要一环， 旨在从法律层面保障农民合

法权益，进而净化婚恋环境，这项部署

十分必要。

在“综合治理”过程中，“约束”必

不可少，“关爱”也同样重要。中央财办

副主任、 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 2 月

24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

对高额彩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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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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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卫东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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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递进村，是打通工业品下行“最

后一公里” 和农产品出村“最初一公

里”的重要一环，关系着亿万农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 2 月 23 日发布的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化快递进村，

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

深化快递进村， 将给老乡们的生

活带来哪些影响？

前几天， 江西省崇仁县河上镇快

递综合服务站内一片忙碌景象。“我收

到取件短信，来拿快递啦。 ”李阿姨一

边说着， 一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熟

练地扫码取件。“闺女给我买了衣服，

我自己买了日用品 ， 还在直播间里

‘抢’了个电饭锅。 ”

千里之外，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金河镇曙光村，村民闫芝梅对着手机

熟练地直播卖货：“这是本地的胡麻油，

喜欢的家人们可以买回去试试，现货现

发。 ”村民张彦芳正麻溜地打包，每天经

她手打包并从村快递站发往全国各地

的农产品货物接近 9000 件。

不论是老乡们手机下单“买买

买”，还是曙光村拥抱农村电商新“曙

光”，都离不开农村快递网络的布局和

发展。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对“快递进

村” 这件民生实事持续部署和推动。

202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快

递进村”工程，2023 的文件强调加快完

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

系，2024 年的文件要求健全县乡村物

流配送体系。

“从‘实施’到‘加快’到‘健全’，

再到今年的‘深化’，几个关键词的变

化， 反映出中央持续推进快递进村这

项民生工作。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

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说， 这是不断满

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促进农

民增收的一项重要部署， 将有利于补

足农村电商基础设施短板， 加快农村

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建设， 促进农货进

一步链上大市场、拉动消费增长。

手机下单“买买买”。 快递进村，正

有效激发蕴含在乡村的消费潜力。 数

据显示，2024 年，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66729 亿元， 增长 4.3％， 增速快于城

镇。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了推动冷

链配送和即时零售向乡镇延伸、 推动

农村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举措， 将进一

步促进农村消费， 助力农村快递物流

等基础设施升级提质， 让农民在村里

就能享受到电商带来的便利。

特色农产品“卖全国”。 四川的耙耙

柑、云南的丑苹果、山西的玉露香梨等

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火爆，很多农产品

网络销售可以实现“隔日达”。 根据商务

大数据监测，2024 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增长 15.8％。 快递进村，这种门到门的

物流，既让城镇居民享受优质农产品从

田间地头到厨房餐桌的新鲜，更让农民

群众找到致富增收的新路子。

眼下， 广袤农村的物流体系正日

益完善。 全国已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

合服务站 34.6 万个， 建制村快递服务

覆盖率超过 95％。

深化快递进村，既要有“量 ”的增

长，更要有“质”的升级。国家邮政局新

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侯延波表示，要

突出问题导向，顺应群众期盼，着力推

动邮政快递服务更为便捷、更广覆盖、

更加优质。 今年要加强村级寄递物流

综合服务站建设， 持续提高农村地区

按址投递水平；巩固建制村、边境自然

村通邮成果， 进一步提升农村邮政服

务质量等。 （据新华社）

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步伐扎实推

进， 如何管好用好农村资源资产成为

社会关注的热点。 2 月 23 日发布的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不允许城

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

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

“中央的要求非常明确，不允许城

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

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这两条政

策底线必须守住、不能突破。 ”中央财

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 2 月

24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为何要划定这一红线与禁区？ 这

背后有何深意？ 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据专家透露，这些年农房和宅基

地在城乡之间私下买卖的现象确实

存在，如有些城镇人员和农村居民私

下签订协议，私自进行宅基地和房屋

的转让和买卖。 也有些地方未能妥善

处理好人才下乡和宅基地管理利用

的关系，为了让退休干部或返乡入乡

创业人员能定居，通过村集体经济组

织赋予他们集体成员身份或特殊资

格权，实现与村民享受同样的批地建

房权利。

“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的基本居住

保障。 实际上，城镇居民、退休干部到

农村占地建房， 这些在法律法规中原

本就是不允许的。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农地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俊

杰说，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

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

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

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

也对此进行了明确。 这意味着宅基地

使用权的取得条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身份相关， 只有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才能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非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享有宅基

地使用权。 而城镇居民、退休干部等都

不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

不能到农村申请取得宅基地。

为何不允许城镇居民、 退休干部

到农村占地买房？ 刘俊杰说，土地是农

民的命根子， 宅基地是农民赖以生存

的根本和“最后保障线”。 若允许自由

交易， 社会主体下乡可能导致一些农

民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失去土地，未

来的生活保障将面临巨大风险。“禁止

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住房、宅基地，就

是给农民的权益加上了一道‘安全

阀’，确保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会失

去安身立命之本。 ”他说。

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付

看来， 如果允许城镇居民和退休干部

购买宅基地， 会使农村宅基地的有限

资源被外部人员占用。 一方面，部分符

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可能无法获得宅基

地，会加剧在土地使用、公共资源分配

等方面的矛盾和纠纷， 影响农村社会

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如果放开宅基

地交易， 社会资金可能过多占用土地

等乡村资源， 使乡村发展偏离合理的

方向。

刘俊杰说， 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两个“不允许”，是考虑到在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 社会力量投

身乡村建设的热情很高， 而涉及对宅

基地规范管理和有序利用在实际操作

中政策要求很高， 部分地方对政策的

把握不一定准确、到位、全面。 明确强

调和重申红线和禁区， 有助于各地在

执行相关政策时更加严格和规范，避

免出现政策执行偏差和漏洞， 确保政

策落准落实。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魏万青则认为， 虽然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强调这两个“不允许”，但并不意味

着农村房屋和宅基地资源就无法与外

部需求对接。

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 探索农户

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

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通

过对闲置农房的合规盘活利用， 可以

更好满足有志愿有情怀投身乡村建设

的返乡入乡人员的居住等需求。 ”魏万

青说。

（据新华社）

权威发布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 13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 月 23 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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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将从何处发力？

快递进村怎么搞？

“量”要增长“质”要升级

到农村买房建房？

两个“不允许”不能突破

农村高额彩礼怎么破？

多方发力“综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