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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

理与监督，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

的决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指行政单

位、事业单位通过以下方式取得或者形成的资产：

（一）使用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

（二）接受调拨或者划转、置换形成的资产；

（三）接受捐赠并确认为国有的资产；

（四）其他国有资产。

第三条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

有，实行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

接支配的管理体制。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加强对本级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的管理，审查、批准重大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管理事项。

第五条 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制定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

检查，牵头编制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有关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履行相关中央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职责，制定中央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具体制度和办法并组织

实施，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相关部门根据职责规定，按照集中统一、分

类分级原则，加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

理，优化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效率。

第六条 各部门根据职责负责本部门及其

所属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应当明确管理责

任，指导、监督所属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各部门所属单位负责本单位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的具体管理，应当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管

理制度。

第七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管理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应当遵循安全规范、节约高效、公开透

明、权责一致的原则，实现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

统一，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

第二章 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

第八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根据依法

履行职能和事业发展的需要，结合资产存量、资产

配置标准、绩效目标和财政承受能力配置资产。

第九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合理选

择资产配置方式，资产配置重大事项应当经可行

性研究和集体决策，资产价值较高的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并履行审批程序。

资产配置包括调剂、购置、建设、租用、接受

捐赠等方式。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

完善资产配置标准体系，明确配置的数量、价值、

等级、最低使用年限等标准。

资产配置标准应当按照勤俭节约、讲求绩效

和绿色环保的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市场价格变化、科学技术进步等因

素适时调整。

第十一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优先

通过调剂方式配置资产。不能调剂的，可以采用

购置、建设、租用等方式。

第十二条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应当用于本

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单位不得以任何

形式将国有资产用于对外投资或者设立营利性

组织。

第十三条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应当用于保

障事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

第十四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加强

对本单位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流动资产、无形资

产等各类国有资产的管理，明确管理责任，规范

使用流程，加强产权保护，推进相关资产安全有

效使用。

第十五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明确

资产使用人和管理人的岗位责任。

资产使用人、管理人应当履行岗位责任，按

照 规 程 合 理 使 用 、管 理 资 产 ，充 分 发 挥 资 产 效

能。资产需要维修、保养、调剂、更新、报废的，资

产使用人、管理人应当及时提出。

资产使用人、管理人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

办理资产交接手续。

第十六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接受捐赠的

资产，应当按照捐赠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人意愿

不明确或者没有约定用途的，应当统筹安排使用。

第十七条 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

资应当有利于事业发展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可行性研究和集体决

策，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进行。

事业单位应当明确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及

其相关权益管理责任，按照规定将对外投资形成

的股权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建立健全国有资产共享共用机制，采取措

施引导和鼓励国有资产共享共用，统筹规划有效

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工作。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在确保安全使用

的前提下，推进本单位大型设备等国有资产共享

共用工作，可以对提供方给予合理补偿。

第十九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根据

履行职能、事业发展需要和资产使用状况，经集

体决策和履行审批程序，依据处置事项批复等相

关文件及时处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第二十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将依

法罚没的资产按照国家规定公开拍卖或者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所得款项全部上缴国库。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对

下列资产及时予以报废、报损：

（一）因技术原因确需淘汰或者无法维修、无

维修价值的资产；

（二）涉及盘亏、坏账以及非正常损失的资产；

（三）已超过使用年限且无法满足现有工作

需要的资产；

（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毁损、灭失

的资产。

第二十二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发生分

立、合并、改制、撤销、隶属关系改变或者部分职

能、业务调整等情形，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相关国有资产划转、交接手续。

第二十三条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

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的使用和处置，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预算管理

第二十四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购置、建

设、租用资产应当提出资产配置需求，编制资产

配置相关支出预算，并严格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和

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配置资产。

第二十五条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和处

置等收入，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和国库集中收

缴制度的有关规定管理。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处

置收入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和国库集中收缴

制度的有关规定管理。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形成的收入，由本级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及

时收取各类资产收入，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多收、

少收、不收、侵占、私分、截留、占用、挪用、隐匿、

坐支。

第二十七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在

决算中全面、真实、准确反映其国有资产收入、支

出以及国有资产存量情况。

第二十八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建立国有资产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绩效指标和标准，有序开展国有资产绩效管理

工作。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建设

公共基础设施，应当依法落实资金来源，加强预

算约束，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并明确公共基础设

施的管理维护责任单位。

第四章 基础管理

第三十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设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台账，依照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不得形成账外资产。

第三十一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采用建

设方式配置资产的，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

格后及时办理资产交付手续，并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竣工财务决算，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 年。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对已交付但未办理竣

工财务决算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会

计制度确认资产价值。

第三十二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对无法

进行会计确认入账的资产，可以根据需要组织专

家参照资产评估方法进行估价，并作为反映资产

状况的依据。

第三十三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明

确资产的维护、保养、维修的岗位责任。因使用

不当或者维护、保养、维修不及时造成资产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三十四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定

期或者不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对账。出现资产

盘盈盘亏的，应当按照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

度有关规定处理，做到账实相符和账账相符。

第三十五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处置资

产应当及时核销相关资产台账信息，同时进行会

计处理。

第三十六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各部门及

其所属单位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进行转让、拍

卖、置换、对外投资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资产评估。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以市场化方式出售、出

租的，依照有关规定可以通过相应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进行。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各部门及

其所属单位应当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进行清查：

（一）根据本级政府部署要求；

（二）发生重大资产调拨、划转以及单位分

立、合并、改制、撤销、隶属关系改变等情形；

（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资产毁损、

灭失；

（四）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五）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发生重大变更，涉

及资产核算方法发生重要变化；

（六）其他应当进行资产清查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资产清

查结果和涉及资产核实的事项，应当按照国务院

财政部门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第三十九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在资产

清查中发现账实不符、账账不符的，应当查明原

因予以说明，并随同清查结果一并履行审批程

序。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根据审批结果及

时调整资产台账信息，同时进行会计处理。

由于资产使用人、管理人的原因造成资产毁

损、灭失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四十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对需要办

理权属登记的资产应当依法及时办理。对有账

簿记录但权证手续不全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可以向本级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确认资产权

属申请，及时办理权属登记。

第四十一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之间，各

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与其他单位和个人之间发生

资产纠纷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采取协

商等方式处理。

第四十二条 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全

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推行资产

管理网上办理，实现信息共享。

第五章 资产报告

第四十三条 国家建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

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

告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向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

第四十四条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报告，主要包括资产负债总量，相关管理制度

建立和实施，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效益，推进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情况。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五条 各部门所属单位应当每年编

制本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逐

级报送相关部门。

各部门应当汇总编制本部门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报送本级政府财政部门。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应当每年汇总本级和下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报送本级政府和上一级政府财政部门。

第六章 监 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接受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组织落实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提出的整改要求，并向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整改情况。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级政

府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下级政府应当组织落实上一级政府提出的监管

要求，并向上一级政府报告落实情况。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应当对本级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向社会公开

检查结果。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部门依法

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五十一条 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根据职责对本行业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依法进行监督。

各部门所属单位应当制定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内部控制制度，防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

理风险。

第五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进行检举、

控告。接受检举、控告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进行

处理，并为检举人、控告人保密。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检

举人、控告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对负有直接

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

（一）配置、使用、处置国有资产未按照规定

经集体决策或者履行审批程序；

（二）超标准配置国有资产；

（三）未按照规定办理国有资产调剂、调拨、

划转、交接等手续；

（四）未按照规定履行国有资产拍卖、报告、

披露等程序；

（五）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建设项目竣工财

务决算；

（六）未按照规定进行国有资产清查；

（七）未按照规定设置国有资产台账；

（八）未按照规定编制、报送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报告。

第五十四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较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占有、使用国有资产或者采用弄虚

作假等方式低价处置国有资产；

（二）违反规定将国有资产用于对外投资或

者设立营利性组织；

（三）未按照规定评估国有资产导致国家利

益损失；

（四）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损

失的行为。

第五十五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在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中有违反预算管理规定行为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追

究责任。

第五十六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工作

人员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或者有浪费国有资产等违法违规行

为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社会组织

直接支配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依照本条

例执行。

第五十八条 货币形式的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以及事

业单位对外投资的全资企业或者控股企业的资

产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五十九条 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

国有文物文化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六十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直接支配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依照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

施行。

（新华社电）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已经

2020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第 120 次常务会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21 年 2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8号

（上接第一版）

谈到增加大豆种植面积，黑龙江省克山县河

南乡仁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凤玉

说：“合作社流转土地面积达 5.4 万亩，增加大豆

种植面积有条件。合作社去年盈余 5328 万元，

社员亩均分红增加到 922 元，大豆贡献老多了！”

增玉米，满足市场缺口，用足绣花功夫。

细雨蒙蒙，山东省临邑县翟家镇孙汉服村的

万亩示范方里机声隆隆，一垄垄新土被机手翻耕

得跟木刻一样。“今年春播玉米，继续推行‘一增

四改’。”翟家镇农技站站长齐宝平说，适当增加

种植密度，改种耐密型品种，改套种为直播，改粗

放施肥为配方施肥，改人工作业为机械化作业。

“ 这 个 办 法 ，带 来 的 玉 米 产 量 一 般 能 达 到

1800 斤左右。”孙汉服村支书孙丰忠说，“旱地和

边边拐拐的地方，都用来种玉米和杂粮。”

湖南湘乡市泉塘镇双江村荣桥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的大田里，种粮大户舒纲举正驾驶着犁田机

翻耕田地，他带领着 10多名村民忙得热火朝天。

“两稳一增”，夯实大国粮仓根基。今年将确

保全年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17.5 亿亩。东北、黄

淮海等地区增加玉米面积 1000 万亩以上。实行

大豆振兴计划，今年力争大豆播种面积稳定在

1.4 亿亩以上。在长江流域推行稻油、稻稻油的

种植模式，巩固双季稻面积的同时，大力发展冬

油菜，提升油料供给保障能力。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说，

实现全年粮食丰收，必须统筹疫情防控和春季农

业生产，打好春管春播第一仗。

做好农业加减法，推动投
入品减量增效，绿色生产成为
春耕大趋势

绿肥种三年，薄地变良田。以绿色发展为导

向，成为春耕生产大趋势。

注重资源节约，成为春耕新时尚。

在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农技人员

对全县土样早早进行了采集、检测，惊蛰一过，

3000 张测土配方施肥卡就送到了农户手中。据

测算，经测土配方施肥，玉米每亩可节肥 4 公斤、

增产 20 公斤。

当前，正值小麦管理的关键期。河北阜城县

崔家庙镇王怀玉村的 700 多亩小麦一派绿意。

“播种机械化、追肥无人机、收割有人管。”村民王

志德把家里的 8 亩地都托管出去，由合作社制订

作业规范。

“目前全县 10 万亩土地实现了托管，根据实

际情况分为‘保姆式’全托管和‘菜单式’半托

管。”阜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何丙敬介绍，合作社

在开展托管服务时，实施统一购置农资、统一测

土施肥、统一节水灌溉、统一防治作业和统一智

能监测。“五统一”管理，实现了节本增效。在阜

城县，合作社同科研机构对接合作，推广优良品

种 25 个，全县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 98%以上。

注重绿色生态，成为春耕新模式。

在湖南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300 余亩油菜

花刚谢幕，水稻就开始浸种育秧，种粮大户黄学

林驾驶着一台旋耕机对油菜花进行粉碎还田，

“利用冬闲田播撒油菜、草籽等绿肥种子，不浇

水、不施肥、不收籽，油菜进入花荚期及时翻压入

土，给轮作的水稻提供底肥，水稻长得更壮实！”

下网、起虾，湖北襄阳市襄州区的虾农忙起

来。龙王镇龙兴村养虾大户陈丛兵感叹，“护好

一塘水，养好一塘虾。”今年，龙王镇大力发展稻

虾共作，已发展稻虾养殖户 146 多户，共有 286 个

虾塘，面积达到 2 万多亩，成为湖北全省高标准

“稻虾共作”示范基地。

注重产品质量，成为春耕新追求。

伴随着轰鸣的机声，一座座小山一样的原料

经过科学配比、发酵等程序，成为一包包生物有

机肥。走进襄州区龙王镇禾嘉鑫农机专业合作

社生产车间，理事长白世文正和工人们加班加点

生产生物菌肥和育秧基肥，为春季水稻机械化育

苗做好保障。白世文介绍，这些生物有机肥不仅

更适合育苗，而且对土壤也起到净化作用，“土壤

好了，苗子才会好，农作物品质才高。”

有机肥替代无机肥，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

的“双替代”行动，正在安徽省六安市悄然布局。

走进霍山县黄芽核心产区的太阳乡标准化茶园，

一排排太阳能杀虫灯、诱虫板逶迤开去。太阳乡

金竹坪村茶农贺祥如说：“一户出问题，影响的是

整条山沟，谁还敢乱打药？现在，绿色种植是我

们的自觉行动。”

春分落雨家家忙，种瓜点豆育薯秧，绿色春耕

给春季农业生产增添了绚丽的风景。今年，我国

将扎实推进农业产地环境治理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开展有机肥替代和农膜补偿试点，深化农业节

水控水，实施耕地土壤污染治理 5000 万亩和轮作

休耕 4000 多万亩，再创建 100 个绿色防控示范县，

再认定 1万个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叶兴

庆说：“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我国走上一

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

业现代化道路。”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新
技术在田间地头大显身手

春分麦梳头，麦子绿油油。智慧农业、智慧

农机、高素质农民在春耕备耕一线尽情忙碌，为

春耕生产现代化添上新色彩。

互联网+农技农艺，种田高效省力。

灌肥、调试、起飞，在新疆乌苏市皇宫镇千亩

小麦示范田，植保无人机在技术员的操控下稳稳

地飞进农田进行肥料喷洒作业。“无人机喷洒肥

料特别均匀，省工省时，800 亩地小麦追肥，两天

就干完了。”种植大户马建明竖起了大拇指。

湖南岳阳县细冬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育秧车

间里，精准印刷播种育秧机正在高速运转。随着

机器的转动，种子被均匀“打印”到可降解的播种

育秧专用纸上。“这台新设备由湖南农大引进，种

子能节约近 50%，还提高了种子的发芽率和秧苗

的质量，粮食产量能增长 10%。”合作社负责人杨

洪波兴奋地说。

“施肥从‘靠手感’变成‘靠遥感’！”河北省曲

周县金沃福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成感

叹，遥感无人机飞一圈，地块状况摸得一清二楚，

“绿色代表地力好，红色提示要多施肥。小麦‘吃’

得更营养了，亩产从 1000斤增加到 1300斤。”

“云科技”助力，成了春耕新潮流。

轻点手机，水雾自动从喷头奔涌而出，农田

墒情、作物成长状况清楚地显示在屏幕上。在江

苏沭阳县华冲镇司家荡村杂交水稻制种和商品

粮基地，手机成为农民春耕好帮手。今年沭阳县

在田小麦 141 万亩，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云技

术”全程呵护粮食生产。

眼下，山东青岛的马铃薯等作物进入播种关

键期，小麦返青也迎来除草、施肥的最佳时机。

在洋河镇朱季村，无人驾驶旋耕机在农田里来回

穿梭，无人驾驶播种机紧跟其后进行自动播种，

播行笔直，覆土均匀。“过去播种马铃薯，全村老

小都要上阵。如今，有了无人驾驶旋耕机、起垄

机和播种机，种地轻松多了。”青岛高产农机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杜高古今年种植了 80 亩马铃薯，

不到一天就全种完了，“用上北斗导航控制系统，

作业精度高，误差控制在两厘米以内。”

目前，青岛市农用北斗终端农机保有量已达

到 3000 多台，马铃薯、胡萝卜等作物起垄作业

80%以上实现无人驾驶；全市机动植保施药机械

1 万多台，植保无人机 800 多架，基本构筑了“地

上+地下+低空”的立体作业格局。

高素质农民，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

在四川眉山彭山区悦园村的猕猴桃园里，刘

建和大伙儿忙着剪枝修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让他从“新农人”变成“带头人”，管理着 50 多亩

猕猴桃、100 多亩柑橘。“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

兴，更多的人愿意返乡创业，农业一定能成为有

奔头的产业。”他们说起未来信心十足。

今年春耕期间，江苏南京市六合区推出了智

慧农机服务平台。“50 多台（套）机械都能通过平

台提供服务，农户轻轻松松就能租到机械。”南京

市六合区的首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

久贵说。目前，这一平台已集结了 532 个农机

手，与 500 多个农户建立了联系。

广袤田野上，地上跑的大农机，天上飞的无

人机，田管用上大数据，智慧春耕助力农业提质

增效。今年，我国将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产品

出村进城工程，加快 110 个试点县建设。目前，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0%，全国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1%。

不负好春光，春耕备耕忙。今年我国将确

保粮食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目前，辽宁

省明确了粮食播种面积 5291 万亩、产量 468 亿

斤的目标任务。四川省全力推进春季田管和春

耕备耕，扎实抓好全年粮食生产，确保粮食面积

和产量只增不减，力争粮食种植面积达到 9500
万亩、产量达到 708 亿斤。安徽省将 10945 万亩

任务分解到小麦、早稻、秋粮各季作物，适度扩

大早稻面积、稳定一季稻面积，扩大玉米种植，

稳定大豆及薯类杂粮面积，实行挂图作战、对表

种田。

放眼春耕备耕一线，各地各部门不断夯实农

业基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亿万农民阔步

走在乡村振兴大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