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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发展稳中向好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在会上
介绍，2023 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
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有进势头，粮食
产量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三农”基本盘进一步夯实。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面，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达60%，脱贫县
培育了一批特色主导产业。全年脱贫
劳动力务工总规模达到 3396.9 万人，
超过年度任务目标377.7万人。

在现代农业建设方面，完成新建
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8611万亩，建
成高效节水灌溉2462万亩。种业振兴
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完成新中国规
模最大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新
收集种质资源53万多份，转基因玉米
大豆产业化应用试点任务顺利完成。

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化肥农药
施用持续减量增效，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处置率
分别超过 78%、88%、80%。农业生
产和农产品“三品一标”再获新成

效，新认证登记绿色、有机和名特优
新农产品 1.5万个，全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7.8%。

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规模以上
农产品加工业企业超过9万家。农村
电商蓬勃发展，全年农村网络零售额
达到2.49万亿元。农业社会化服务面
积 超 过 19.7 亿 亩 次 、 服 务 小 农 户
9100 多万户。在产业带动、就业拉
动下，农民收入保持增长，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691元，比上
年实际增长7.6%。

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2023 年粮食再获丰收，但中国
粮食进口量依然较大。如何看待目前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
勋介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490 公斤，高于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
粮食安全标准线；口粮连年产大于
需，优质水稻、专用小麦供给增加，
玉米供需形势明显改观，大豆扩种成
效明显。此外，中国粮食库存消费比
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

18%的安全水平。“我国粮食产量
增、结构优、储备足，粮食安全有保
障。”陈邦勋说。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要确保 2024 年粮食产量
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如何实现这
一目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
长潘文博介绍，农业农村部将坚持稳
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稳面积——农业农村部将向各省
份下达2024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落
实好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玉米大豆
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加大粮食单
产提升工程支持力度，调动地方政府
抓粮和农民种粮积极性。

增单产——聚焦粮油生产重点
县，整建制推进主导品种、主推技
术、主力机型，实现“三主”融合，
全面提升单产水平。同时，实施规模
主体增产行动，培育一批种粮能手，
示范带动中小农户创高产，促进大面
积均衡增产。

气象部门预计，今年中国农业气
象年景总体偏差。潘文博介绍，农业
农村部将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分区域分作物制定防灾预案和技

术方案，加快构建“平急两用”区域
农业应急救灾中心，提早做好物资储
备和技术准备。

继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如何做好今年的“三农”工作？邓
小刚介绍，农业农村部将抓好以粮食
安全为重心的农业生产，重点是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同
时，抓好以乡村发展建设治理为重点的
乡村全面振兴，重点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施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深入推
进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行动，着重稳口粮、稳玉米、稳大豆，
继续扩大油菜面积，着力提高单产。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分类指导脱
贫地区帮扶产业发展，稳定脱贫劳
动力务工就业规模，引导推动更多
资源聚集到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
众内生发展动力上，确保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

邓小刚介绍，农业农村部将继续
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做好“土特产”文
章，做精做优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农产品加工业，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农业农村部还将强化科技
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
措。一方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
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提升农机装备
研发应用水平；另一方面，深化农村
改革，稳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因地制宜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产业拉
动、就业带动、改革促动，不断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农民更多分享
改革发展成果。”邓小刚说。

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三农”基本盘进一步夯实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春节临近，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当地农民抢抓销售旺季，做好萝卜、青
菜、花菜等蔬菜的采收、销售，保证节日市场供应。图为菜农们在蓬安县锦屏
镇中坝社区万亩蔬菜种植基地忙着采收萝卜。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等 9 部门印发的《县域商业三年行动
计 划（2023—2025 年）》提 出 ，“2025
年，在全国打造 500 个左右的县域商
业‘领跑县’，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
配送中心、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
市、集贸市场）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关部门
负责人日前表示，农村新型便民商店
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凡是有利于农

村流通水平改善的新业态、新模式、
新场景都列入“新型便民商店”的范
畴。这类新型商店，有的借助互联
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数字化工具
赋能，能更精准匹配周边消费需求，
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到家服务；有
的在复合型功能上发力，搭载代扣代
缴、代收代发、打印复印等便民服
务，实现“一点多用”“一站多能”，
有效改善居民消费条件。

新业态促进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
供给，丰富消费者选择。

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是我国唯一
的海岛边境县，全县由195个海岛组
成。该县小长山岛镇英杰村盛产海
鲜，水果蔬菜和猪牛羊肉较少，进口
水果和鲜花更是稀缺。英杰村沙包子
客利来商店，原本是一家典型的农村
小卖部，只卖米面粮油、烟酒糖茶、日
用百货及小五金。就在去年，客利来商
店从农村小卖铺变身“农村新型便民
商店”，店内生鲜日杂品类丰富了十几
倍。村民、游客可以“按需下单，次日中
午前自提”。村民没见过或买着不方便
的云南鲜花、陕西大荔冬枣、新疆吐鲁

番葡萄、海南红心火龙果、广西螺蛳
粉等，源源不断运到海岛小村。互联
网新业态与传统便利店的结合，催生
更多农村新型便民商店，提高了商品
丰富度及配送效率，更好满足村民生
产生活需求。

新模式促进消费潜力释放，激发
消费新需求。

福建省福清市开启的供销小店助
农新探索，改变了传统农村食杂店的
经营模式，集合了供销合作社的品牌
优势、资源优势和物流企业的运输优
势，积极推行源头直采、工厂直采，进
而让利村民，实行“2元店”模式。小店
每天营业额普遍在1000元至1500元，
远超传统农村食杂店的业绩。除了销
售物美价廉的商品，供销小店还成了
乡村里的便民服务网点，提供交电话
费、代缴水电费、废品回收等服务，
有效满足当地农村居民尤其是留守老
人、孩子的生活需求。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关部门
负责人表示，推动农村新型便民商店
发展提速扩面、提档升级，需要各地
区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政策
衔接、强化大数据应用，进一步推动
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以供应
链、物流配送、商品和服务下沉以及
农产品上行为主线，以数字化、连锁
化、标准化为方向，健全县乡村物流
配送体系，引导农村商贸流通企业转
型升级。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激发乡村消费新需求
本报记者 齐志明

1月23日，甘肃省
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
族自治县汇东新能源

“光热+光伏”试点项
目 11960 面定日镜全
部安装完成。该项目是
国 内 首 批“ 光 热 + 光
伏”试点项目，总装机
容量 750MW，实现了
定日镜产线和定日镜
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
电 量 将 达 17 亿 千 瓦
时，每年可节约标煤
50.7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147万吨。

本报记者
银 燕摄

那曲市申扎县地处西藏北部高原
腹地，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新
鲜、平价的果蔬，西藏自治区商务厅
近年来以申扎县供销合作社为实施主
体，改造了16处县、乡镇、村级果蔬配
送直销点。目前申扎县共设立44处果
蔬配送直销点，行政村覆盖率达69%。
图为申扎县供销合作社员工在拉萨为
偏远乡镇果蔬配送试点项目的货车
上货。 新华社记者 姜 帆摄

全 年 粮 食 产 量
13908.2亿斤，比上年
增加177.6亿斤，再创
历史新高；大豆产量
416.8亿斤，创历史新
高，油料作物种植面
积迈上 2 亿亩台阶；
猪肉产量 5794万吨、
比上年增长4.6%……
在1月23日国新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2023 年中国
农业农村发展稳中向
好，为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提供了有力支撑。

湖北省十堰市高新区积极招引和培育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推动
产品质量向高精尖、产业层次向中高端迈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动能。图为 1月 23日，在十堰市高新区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工人和
智能机器人在生产线上作业。 曹忠宏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山东省乐陵市杨安镇聚力发展调味品产业，同时配套建
设调味品产业共建共享实验室，不断完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目前，
乐陵市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调味品生产基地，调味品种类达1200种，远
销 70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达 220亿元。图为工作人员在杨安镇调味
品产业园生产调味品。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本报北京1月 23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从 23 日召开的全国
海关工作会议获悉：2023 年，全
国海关坚持依法治税、综合治税，
加强科学征管，全年海关税收入库
2.21万亿元。

全国海关认真执行减税、进口税
收优惠政策和自贸协定关税减让等
措施，其中落实2023年关税调整方
案减税措施，减征税款767.9亿元；推

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
22 个优惠贸易安排原产地规则和关
税减让措施落地见效，享惠进口货值
1.22万亿元，税款减让1062.6亿元。

今年，海关将继续坚持依法科
学征管，充分发挥综合治税机制作
用，提高征管质量，努力实现应收
尽收，同时认真落实各项减税降税
政策措施，不断优化税收服务，确
保应惠尽惠。

2023 年海关税收入库 2.21 万亿元

本报北京1月 23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 23 日从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信
保”） 获悉，2023 年该公司承保
金 额 超 9286 亿 美 元 ， 首 次 突 破
9000 亿美元大关。同时，支付赔
款超 23 亿美元，服务支持客户超
20 万家。这些数据均创下了历史
新高。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信保在聚
焦新业态、推动外贸促稳提质方面
表现突出。据统计，2023年，中国信
保短期险业务实现承保金额超7708
亿美元，同比（下同）增长3.4%。2023

年，中国信保支持外贸新业态出口
195.6亿美元，增长3.3%，其中，支持
跨境电商出口136亿美元，增长4%；
支持服务贸易出口 84.7 亿美元，增
长18.9%。

中国信保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信保聚焦政策性主责主业，支
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为实体经济
发展提供了高质量金融服务。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关键一年，中国信保将继续努
力，为更多“走出去”企业保驾护
航，奋力开创新时代出口信用保险
工作新局面。

本报北京1月 23日电 （记者
李婕） 22 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市场启动，中国海油在北
京绿色交易所达成全国首单交易，
其购买的 25 万吨国家核证自愿减
排量，将用于抵消能源生产环节中
的温室气体排放，1吨的国家核证
自愿减排量可抵消1吨二氧化碳排
放量。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是一种
碳抵消机制，控排企业可向实施

“碳抵消”活动的企业购买用于抵
消自身碳排放的核证量。该机制
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

补充，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减
少碳排放，推进自愿减排交易市
场建设。

中国海油气电集团电力业务部
副总经理李劼介绍，目前中国海油
有7家控股在运营燃气电厂，每年
碳排放量大概在700万吨，自愿减
排量可以抵消5%的碳配额。

“利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
机制，购买一定的碳排量用于抵消
我们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这样不
光有利于降低履约成本，也践行了
央企的社会责任。”中国海油气电
集团电力业务部总经理刘卫华说。

中国信保年承保金额超 9000 亿美元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首单交易达成

本报北京1月 23日电 （记者
李晓宏） 中国记协 23 日在京举行
2024 年中外新闻界新春联谊会。
260余位中央和首都主要新闻单位
负责人、境内外记者以及部分外国
驻华使节欢聚一堂，互致新春祝福。

中国记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媒
体、记者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和眼睛，也应是增进各国人民友
好的桥梁和纽带。对新闻工作者而

言，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中
国，是基本职业伦理，以人民福祉
为念、以人类前途为怀，应是崇
高价值追求。

“中国记协愿同中外新闻同仁
一道，为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而
共同努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
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奋斗。”这
位负责人说。

中国记协举办中外新闻界新春联谊会中国记协举办中外新闻界新春联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