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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耕备耕
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首战，也是一年收成的基
础。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春季田管暨
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强调，紧盯不放抓好春
管春耕各项工作，奋力夺取夏季粮油丰收，为
稳增长、稳物价、增信心提供坚实支撑。

当前，多地掀起春耕备耕热潮，田管等
各项工作压茬推进，牢牢保障粮食安全，夯
实经济社会发展之基。

稳面积提产量

翻耕破土、铺膜保墒……春回大地，一
幅幅生机勃勃的农耕画卷在中国大地徐徐展
开。稳面积、提单产、提质量，今年中国将
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17.7亿亩以上，春
耕备耕是“第一关”。

多个地区传来进展顺利的好消息。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信息显示，目前，广东在田夏
收粮油作物长势良好，春播意向面积稳中有
增，早稻意向面积继续增加。据分析，广东
今年春耕备耕各项条件较好，主要因为农时
相对宽裕；生产用水充足，气象条件较好；
农资供应充足，钾肥供需矛盾缓解；支农政
策持续，保护种粮积极性。

在重庆，农民抢抓有利时机，整地育
秧，今年水稻播种面积将稳定在1000万亩左
右；在湖南，春耕技术指导小组深入乡村，
呵护油菜生长关键期；在广西，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全区计划粮食总产量
1393万吨以上。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备耕情况直接影
响夏粮的产量和质量。”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
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对本报记者说，夏粮
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收的小麦占口粮
的四成，做好麦田的田间管理尤为关键。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小
麦、冬油菜种植面积稳步增长，冬小麦在田
面积 3.3 亿亩以上，长势好于上年；冬油菜

1.1亿亩以上，长势整体正常。

抓好农资保供稳价

“趁着空档，赶紧买好种子和肥料。”多
地市场上，农民早已着手采购种子、肥料、
农药等春耕物资。供应端，相关部门也已及
早行动，抓好农资保供稳价。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 《关
于做好 2023 年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
知》，要求推动本地化肥生产企业缩短停产时
间，努力开工生产，提高产能利用率，做到

“能开尽开、应开尽开”。通知还从保障生产
要素供应、提高流动效率、做好储备和进出
口调节、规范生产经营秩序等方面作出安
排，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当前农资供应情况如何？孔祥智表示，
初步判断，春耕期间农资供应没问题。“从与
我们保持密切联系的各地农业社会化服务企
业、农村供销合作社反映的情况来看，农资
储备充足。去年以来，国内企业为化肥等农
资供应做了积极准备，比如钾肥生产大省支
持钾肥企业提高钾资源利用效率，提升钾肥
自主供应能力。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农资‘家

底’和‘存货’，预计农资供应在保障量的基
础上，价格有望进一步稳定。”

据监测，今年春耕生产玉米、水稻、大
豆种子供应量 38.6亿公斤，能够满足生产用
种需求。预计春耕期间化肥总体供大于需，
氮磷肥供应充足，钾肥供需紧张情况趋于缓
解，农药、农膜供应均能满足春耕需求。

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

“无人机不仅能拍摄，竟然也能播种！”
农业无人机在田野上空来回穿梭，短短几分

钟，可以完成一亩地的播种作业。随着科技
的发展，高效的农业机械化作业成为春耕的
主力。

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
机械化播种质量提升工作的通知》。文件强
调，要加快推动当前主流机播技术升级和装
备更新，引导农户机手“选用好机”、“把机
用好”，鼓励对高质量机播作业实行补贴，推
进大面积推广应用。在春耕、“三夏”、“双
抢”、“三秋”重要农时期间，加强提升机播
作业质量工作指导服务。

据了解，目前中国小麦、玉米、水稻
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超
过 97%、90%和 85%，农机装备对粮食丰产
丰收贡献率显著提高。预计春耕期间全国
可投入各类农机具 2200 万台 （套） 以上，
目前大部分农机已检修完成，正陆续投入
春耕生产。

在广东湛江、茂名和汕尾等沿海地区，
水稻育秧已经开始，个别大户为避免高峰期
农机和人手紧张，已陆续犁耙和栽插早稻。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瞄准建设农业
强国目标，还将加快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
动，加速产业化进程，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
程全面高质高效方向发展。

孔祥智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
求，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都要稳住面
积、主攻单产、力争多增产。当前各地春耕
备耕顺利展开，将有助于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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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双楼村，村民驾驶自
走式高杆喷雾机对小麦进行喷药作业。 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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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重庆市大足区国梁镇曲水村，植保无人机在蔬菜地里
进行防虫害喷洒作业。 瞿 波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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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港口及腹地土地储备优势，规划建设东
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目前，已签约落地项目 23 个，总投资 243 亿元，
海上风电装备产业链条逐步完善，产业集群初步成型。图为正在建设中的
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 杨胜男摄 （人民视觉）

宁夏宝丰电池及储能集装系统示范项目是宁夏重点工程，包括中试车
间、空压蒸汽站、电芯厂房、测试中心等。示范项目工程建成后将有力推
动清洁能源、新材料重点产业发展。图为近日工人正在该项目建设工地组
装厂房钢架。 袁宏彦摄 （人民视觉）

2月21日，第十七
届全国仿真花、婚庆道
具及喜庆用品交易会在
浙江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开幕，这也是 2023 年
义乌首展。本届展会展
览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汇集了全国 500 余家仿
真植物花卉、婚庆道具
等领域的知名品牌和源
头厂商。图为外商在采
购仿真植物花卉。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新春第一展新春第一展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者张辛欣）
记者 21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印发通知，
组织开展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
育。根据通知，各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初核
和推荐。工信部将组织专家对各地上报的推
荐材料进行评审和实地抽检，并根据审核结
果对拟认定的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名单进行公示。

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是巩
固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大
力推进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培育，从中央到地方，全局部署、靶向发力，
作出一系列重要举措。工信部此前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已培育899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84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 《2022

年度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报告》显示，疫
情影响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显示出更强的
发展韧性。对参与评估报告的城市开展问卷
调查显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47.20%的
企业在未来一年有引进人才计划，67.74%的
企业有创新研发计划，分别超出样本企业平
均水平16和25个百分点。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工信部将为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营造更好更优的发展环境，
进一步在资金、人才、技术、孵化平台搭建
等方面，不断完善培育服务举措，力争到
2023年底，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 8万
家、“小巨人”企业超过1万家。

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启动

本报北京2月21日电（记者汪文正） 21
日，“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 通过合作机制官网和“一
带一路”税务学院网站，向全球公开发布了
联盟课程体系1.0版。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国
家税务总局倡议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
机制于2019年4月正式成立，致力于提升“一
带一路”国家税收领域的协调性、互惠性，共建
增长友好型税收环境。“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
力促进联盟是该合作机制下专门负责开展培
训、研究和技术援助等能力建设的机构。

据了解，在联盟课程体系 1.0 版建设中，
中方通过联盟办公室积极参与并贡献了重要
力量。联盟课程体系的推广应用，将更好发挥
合作机制多边作用，更有利于中国深化国际
税收交流合作，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税

务部门共同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以税为媒，互学互鉴，共促能力提

升。联盟通过共同推出课程体系、深入开展
税收培训，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在加强经
验分享和互鉴中，帮助“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共同提高税收征管能力。

——以税助融，增进认同，共促规则联
通。中国税务部门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
定，并通过联盟培训推动“一带一路”合作伙伴
更好遵循和健全税收规则，提升税收确定性，
有利于促进各成员国规则标准的“软联通”。

——以税赋能，服务大局，共促经贸便
利。中国税务部门依托合作机制和联盟，进
一步加强人员培训、深化国际税收合作和税
收征管互助，有利于消除跨境贸易投资壁
垒，更好促进“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盟发布课程体系

据新华社重庆2
月 21日电 （记者刘
恩黎） 重庆银保监局
日前会同重庆市金融
监管局、重庆市商务
委 出 台 了 14 条 举
措，围绕金融支持消
费恢复、助力扩大内
需等方面，引导辖内
金融资源进一步加
强对消费供给侧和
需 求 侧 的 双 向 支
持，有序推动消费
供给提质，促进消
费需求释放，支持
消费市场纾困。

相 关 措 施 包 括
了 推动优化消费供
给、助力释放消费需
求、融合丰富消费场
景等未来多方面工作
举措。

本报杭州 2月 21日电 （记者窦皓） 21
日，浙江省 2023 年一季度扩大有效投资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据了解，本次开工项目共 268
个，总投资6808亿元，其中“千项万亿”工程项
目59个，总投资2897亿元；总投资100亿元以
上项目 10 个，总投资 1603 亿元；山区海岛县

项目共计63个，总投资1313亿元。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突出项目质量、结构

优化、区域协调、实物工程量四个方面的特
点。项目更加注重引领性、示范性、带动性，聚
焦先进制造业基地、科技创新强基、交通强省
等九大领域，做到山区、海岛县全覆盖。

浙江268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6808亿元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21日电 （记者
冯维健、王民）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
办 21 日召开的“河北省着力推动京津冀
交通一体化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近年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
拓展。目前，京津冀地区多节点、网格状、
全覆盖的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京津雄
核心区实现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
1至1.5小时交通圈形成，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赵同安表
示，交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率先
突破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围绕构建综合
立体交通网，突出雄安新区枢纽作用，河
北省编制了《河北雄安新区综合交通专项
规划》等5个交通专项规划，在雄安新区积
极布局“四纵两横”高速铁路网、“四纵三
横”高速公路网、网格化普通干线公路网

和“一干多支”水上交通体系。
目前，京雄城际铁路通车，雄安新

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 （R1线） 建
设加快推进，雄商、雄忻高铁开工建
设，“四纵两横”高速铁路网络正逐渐成
形，雄安新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

赵同安表示，随着京津冀地区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不断优化，“轨道上的京
津冀”加快建设，河北省通车里程达到
8243 公里，实现市市通高铁，省会石家
庄到北京实现 1 小时通达，石家庄与廊
坊、承德等地实现高铁直达。

在构筑互联互通的公路网络方面，
目前，河北省公路里程达到 20.9 万公
里，高速公路达到 8326 公里，实现县县
通高速。先后打通、拓宽与京津之间的

“对接路”42条段，总里程2540公里；连

通干线公路达到47条、74个接口。
如今，功能互补的津冀环渤海港口

群基本建成，河北省沿海港口生产性泊
位达到 246 个，设计通过能力 11.6 亿吨，
吞吐量达到 12.8 亿吨，大宗物资运输主
枢纽港地位不断巩固。津冀港口集装箱
合作航线达到7条，干支联动的集装箱运
输网络加速完善。同时，随着河北机场
集团以委托管理形式加入首都机场集团，
京津冀机场群主要机场实现一体运营，不
断加强安全、运行、服务等标准对接，推动
运行协同化、管理一体化，石家庄机场对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辐射能力不断增强。

据了解，目前，河北省正在与京津共
同推进首都地区环线高速承平段、三河平
谷段等6个交通一体化重点项目的建设工
作，强化与天津港集装箱运输干支联动，
积极推进津冀港口协同发展。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

本报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
徐佩玉）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软件
分会近日发布中国车用操作系统
开源计划。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付炳锋表示，当前，全球车用
操作系统内核都是闭源软件，操
作系统的内核研发是一个系统工
程，开发难度大、周期长，难以
独立形成商业模式，需要共建产
业生态，更需要政府的高度关注
与持续支持。

据介绍，目前，普华基础软件积
极响应，并作为开源计划核心发起
单位之一，联合一汽、东风、长安、中
汽创智、中电科32所、西部智联、电
子科技大学等企业和高校，结成开
源共建伙伴，实施开源计划。

此次中国车用操作系统开源
计划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汽车产
业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模式上，
走向更高水平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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