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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资源安全底线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3 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各项工
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全国耕
地总量连续第三年净增加，新一轮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海洋强国
建设取得新进展，测绘地理信息事业
加快转型升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日
益完善，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
制度更加健全，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不
断增强。

这一年，严守资源安全底线，粮
食和能源两个“饭碗”端得更牢。

——耕地保护“硬措施”不断完
善。2023 年，自然资源部开展耕地
占补平衡专项整治，统筹规范耕地保
护卫星遥感监测；强化督察执法，建
立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硬措施工
作机制。

——战略性矿产安全保障体系建
设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推动建立新
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1+N+X”制
度框架，下达“十四五”总体任务书，9
个战略性矿种已提前完成“十四五”目
标任务。完成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全
面摸清中国矿产资源情况。山东莱州
金矿、云南昭通磷矿、四川雅江锂
矿、青海柴达木盆地钾盐、湖北竹山

铌钽稀土矿及甘肃洪德石油、内蒙古
苏里格天然气等找矿取得重大突破。

——测绘地理信息基础得到夯
实。自然资源部完善测绘地理信息保
密和地图管理政策，实景三维中国建
设总体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成立中非
卫星遥感应用合作中心，联合国全球
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正式运行。

——地质和海洋灾害监测防治成
效明显。全国发生地质灾害次数和死
亡失踪人数较前 5 年均值分别减少
33.5%和 44.8%，全国海洋灾害直接经
济损失较前5年均值减少49%。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2023 年，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逐步完善。国务院已批复 18 个省
级国土空间规划，全国 100%的市级
规划和97%的县级规划已报审批机关
审查。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自然资源部部署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
作，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
推动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
络，还出台了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

土地政策指引。
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政策供给提质

增效。自然资源部深化规划用地“多
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发布新的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落地；
印发首个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优
化养殖用海管理政策；全面开放国内
普通道路高级辅助驾驶地图应用。全
年全国批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683.3万亩，新增用海用岛272.2万亩。

“三条控制线”管控不断加强。开
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
处置，首次将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情况
纳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范畴，发布《中
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2023 年）》。
去年，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
全国红树林面积增至43.8万亩，中国
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
长的国家之一。

助力国家重大战略有效落地。去
年，自然资源部报请国务院批准首个
跨省域规划《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 展 示 范 区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 年）》。启动《全国重点主

体功能区优化实施规划》编制。规范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全国累
计投入资金4488亿元，综合整治378
万亩。发展海洋经济，初步估算，全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约 9.8 万亿元，
同比增长5.7%左右。

锚定新一年工作方向

对于 2024 年即将开展的重点工
作，自然资源部作出以下部署：

坚持量质并重、严格执法、系统
推进、永续利用，切实守牢耕地保护
红线。扎实开展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
责任制“首考”，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
衡制度，建立健全“长牙齿”硬措施，研
究推动批量增加耕地。

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
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继续
深入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加强绿色勘
查开发，优化海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合作。

加快海洋强国建设，着力提升海
洋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务实推动极地基础设施和能
力建设，提高深远海开发保障能力，
维护海洋权益。

深化“多规合一”改革，促进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完善主体功
能区制度和“三区三线”政策，加快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监督实施，深入推
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2024 年，自然资源部将立足严
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
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
资产权益的工作定位，统筹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服务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自然资源部部
长王广华说。

全国耕地总量连续第三年净增加，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

端牢粮食和能源两个“饭碗”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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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 21日电 （记者王
俊岭）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日前
表示，202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最终

消 费 支 出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82.5%，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不断增强。其中，12 月当月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4.36万亿元，同比增

长7.4%。
商品销售稳步增长。12 月份，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8%，其中升
级类商品消费需求增长明显，限额
以 上 单 位 金 银 珠 宝 、 体 育 娱 乐 用
品、通讯器材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29.4%、16.7%和 11.0%。1 至 12 月，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8%。汽车销售保
持良好增势，全年销售 3009.4 万辆，
同比增长 12%，连续 15 年居全球首
位。其中，新能源汽车销售 949.5 万
辆，比上年增长 37.9%，占汽车总销
量的31.6%。

服 务 消 费 显 著 回
升。12 月份，全国餐
饮收入 5405 亿元，同
比 增 长 30.0% 。1 至 12
月，餐饮收入 5.2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0.4%；居民人均服务性
消费支出增长 14.4%，占人均消费支
出比重达 45.2%，比上年提高 2.0个百
分点；服务零售额增长 20.0%，增速
比商品零售额高14.2个百分点。

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网络零售保
持较快增长，1至12月全国网上零售
额 15.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0%，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3.02 万亿
元，增长 8.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比重达 27.6%。实体零售持续恢
复向好，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百
货店、便利店、专业店、品牌专卖店
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5%、
4.9%和4.5%。

城乡消费同步增长。12 月份，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7.2%，乡村消费
品零售额增长8.9%。1至12月，城镇消
费品零售额 40.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6.40万亿元，
增长 8.0%；城镇、乡村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分别增长8.6%和9.3%。

去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2.5%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在矿区修建起山顶木屋、特色民
宿、高山滑雪场等旅游设施，昔日矿区化身高山特色景区，成为当地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缩影。 谢 勇摄 （人民视觉）

春节临近，四川
省广安市武胜县的
晚熟柑橘进入丰收
期，当地柑橘初加工
中心开足马力为果农
提供清洗、分级、包装
等社会化服务，保障
节日市场供给，丰富
群众的“果盘子”。图
为武胜县沿口镇五一
村晚熟柑橘初加工
中心的工人在将分
拣好的晚熟柑橘套
袋装筐。

张启富摄
（人民视觉）

1月21日，天津首家老字号集合
店正式开张迎客。该集合店引进 30
余家中华老字号、津门老字号入驻，
涵盖500余种特色产品，打造天津首
屈一指的运河文化和老字号品牌新
地标。图为消费者在该集合店里选
购老字号商品。

沈 岳摄 （人民视觉）

浙江省淳安县浪川乡积极发展来料加工式、电商直播式、农旅融合
式、产业赋能式等不同形态的“共富工坊”，全面夯实强村富民产业基础。
目前，浪川乡已建成“共富工坊”14 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低收入农
户就近就业 810 余人。图为工人在浪川乡的芸卉服饰“共富工坊”加工
服装。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本报南昌1月 21日电 （记者
周欢） 日前，江西省和湖北省签订
首期长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
议，强化区域间联防联控、协同共
治，探索具有示范意义的跨省流域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据介绍，2023 至 2025 年，赣
鄂两省每年分别出资1亿元，设立
长江流域鄂赣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资金。两省以长江干流跨省界断面
中官铺、长江一级支流龙港河洋港

镇为监测考核断面，按月均水质类
别，测算全年补偿资金。补偿资金
主要用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
治理、水污染防治、经济结构调整
和绿色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

近年来，江西省加快建立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此前已与广
东、湖南先后签订东江和渌水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探索完善跨省
流域省际政府间“权责对等、共建共
享”协作保护机制。

据新华社重庆 1 月 21 日电
（记者周闻韬、周思宇） 记者21日
从重庆市两会上获悉，2023年重庆
地区生产总值迈上 3 万亿元新台
阶，达到 30145.79 亿元，增长 6.1%，
这是中国中西部地区首个 GDP 超
过3万亿元的城市。

重庆是中国重要的现代制造
业基地，近年来，全市把握新旧

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点，紧盯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构
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产业升级、创新发展迈
出新步伐。

重庆市提出，2024 年将坚持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进产
业集聚、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大
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重庆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

赣鄂两省签订

首期长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1月 21日，2024上海豫园民俗艺术灯会正式亮灯。今年豫园灯会
续写“山海奇豫记”，以“海经篇”为主题，生肖龙灯、海底世界、鱼群起
舞、奇幻仙境等场景让人们在灯火绚烂中喜迎龙年新春。图为游客在
豫园九曲桥上赏灯。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本报北京1月 21日电 （记者
林丽鹂）《乡村美丽庭院建设指南》
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

该标准回答了“什么是乡村美
丽庭院”“美丽庭院建设应按照什么
原则”“如何建设美丽庭院”“美丽庭
院如何长效保持”等问题，并在“发
展庭院经济”上给予指引，适用于各
地推进和指导乡村美丽庭院的新
建、改（扩）建与管理。

据了解，该标准在浙江省安吉
县美丽庭院建设模式基础上，吸收
各地成功经验，结合相关政策文
件，明确了乡村美丽庭院的庭院布

局、庭院风貌、环境卫生、家风文
明、庭院经济、长效管理等方面要
求，提高了标准的科学性、适用
性、可操作性。

该标准要求集约节约用地，强
调空间布局的科学、实用、协调，
与村庄规划、周边景致、生态环境
相协调。拓展了美丽庭院建设的经
济功能，提倡在庭院内种植经济型
花草树木，发展手工作坊、非遗工
坊等特色手工业，有条件的可发展
特色民宿、休闲农庄、农家乐、小
型采摘园等，鼓励利用庭院发展电
商销售、直播带货、快递代理等新
业态。

本报北京1月 21日电 （记者
欧阳洁） 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获悉，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农村
中小银行总资产 55 万亿元，占银
行业总资产 14%；超过 70%的法人
机构和网点在县域，基础金融服务
覆盖全国县乡居民，基本实现乡乡
有机构、村村有服务。

截至 2023 年末，农村中小银
行涉农贷款 16 万亿元，小微企业

贷款 17 万亿元，支农支小贷款占
各项贷款比例长期保持在 80%左
右，新增可贷资金 90%投放在当
地，成为支农支小主力军。2020
年以来，农村中小银行累计处置不
良贷款 2.3 万亿元，大额贷款占比
下降5个百分点，贷款占总资产比
例提高8个百分点，农村中小银行
发展态势整体向好，资本实力明显
增强，风险总体可防可控。

乡村美丽庭院建设国家标准发布乡村美丽庭院建设国家标准发布

农村中小银行成为支农支小主力军
新增可贷资金90%投放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