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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征程上，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在农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
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
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民有着特殊的
情感：“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看看
乡村，乡村是我们人民最基本生活情
况的反映。”“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
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如
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
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
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
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

2023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广西来宾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黄安优质“双高”糖料蔗基地考察，
同蔗农、农机手和农技人员亲切交
流，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
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探索建
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
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

从黄土地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三农”工作有着独到和深刻的思
考。“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
成果”，道出了“三农”工作的根本目
标，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全国小农户总数约占农业经营户
总数的98%，如何在全面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征程上带动小农户走共同富
裕之路？

为农民致富找门路，为特色产业
谋思路，大棚里、田埂上、果树间、
农舍前，看账本、话家常，耐心听、
细致问。一以贯之的牵挂里，既有锚
定目标的登高望远，也有务实精准的
脚踏实地。

在 河 南 光 山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调：“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面向市
场，推广‘公司+农户’模式，建立
利益联动机制，让各方共同受益”；

在山西大同，习近平总书记叮
嘱当地干部：“一定要保护好、发展
好黄花这个产业，让它成为乡亲们
致 富 的 一 个 好 门 路 ， 变 成 群 众 的

‘致富花’”；
在山东枣庄，得知当地大力发展石榴深加工和石榴

盆栽培育有力带动了农民增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增强产业市场
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带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

发展乡村产业，“要让农民有活
干、有钱赚”“不能忘了农民这一
头，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一定要
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始终把保障农
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
民，一次次重要指示温暖人心，一
项项务实之举加速跟进，强农惠农
政策精准落子。

新时代以来，已建成 180 个优
势特色乡村产业集群，全产业链产
值超过 5.6 万亿元，辐射带动 2000
多万户农民……联农带农，兴农富
农，一个个“土特产”闯入大市
场、延展产业链，扎扎实实鼓起乡
亲们的“钱袋子”。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改革
依然是重要法宝。

在福建工作时，针对广大林农
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
况，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了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山定权、树定根、人
定心，广大林农享受到改革发展带
来的实惠和红利。

今 年 3 月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强调：“进一
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
民支持制度，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发
展活力。”

瞄准事关重大的难点问题，进
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体现发展
所需、民心所向。

对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关键
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
真正受益”；对于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
经营要把握好度，不能依靠行政手
段强行流转农民土地”；对于发展集
体经济，“必须尊重群众意愿、遵循
市场规律”；对于加快健全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把小农户服务好、带
动好”……

放眼全国，集体林森林蓄积比
林改前增加了近39亿立方米，培育
家庭林场、专业大户、林业合作社
等林业新型经营主体近30万个；近
400万个家庭农场、超过220万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连接市
场、引领发展……各项农村改革扎
实推进，乡村大地活力奔涌。

“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
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指
明方向，坚定信心。广袤乡村，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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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余、覃海洋、孙佳俊、潘展乐 （从右至左） 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徐嘉余、覃海洋、孙佳俊、潘展乐 （从右至左） 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我平时住在澳门，在横琴有不
少项目在运营，所以隔三差五要来
回跑一趟。现在两地往返很方便，
几乎和同城通勤一样，连过关都很

‘丝滑’。”说到横琴的发展，澳门创
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智龙
颇为感慨。这些年，他眼看着横琴
一天天“长高”、一天天“长大”，
崛起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新城。

3 年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以下简称“合作区”） 挂牌成立，
为横琴的发展按下了快捷键。作为
粤港澳大湾区富有朝气与活力的一
个新增长极，3年来横琴紧扣战略定
位和发展规划，加快打造成为具有
中国特色、彰显“一国两制”优势
的区域开发示范区，更好助力琴澳
加速一体化，不断为澳门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创造更好条件。

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今年3月1日零时起，合作区正
式实施分线管理封关运行。目前，
横琴封关运行已近半年，人员进出
更加便利，物流资金流更加高效，

“琴澳一体化”加速推进。
“横琴实施分线管理之后，企业

自用仪器设备的进口可以享受关
税、增值税的减免，这对我们这样
需要进口大量先进仪器设备的企业
来说，可以降低采购和运营成本。”
陈健是横琴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
人，他说，类似举措的出台让他们
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也真切
感受到横琴的政策吸引力和不断提
升的开放水平。

为发挥横琴对外开放窗口的重
要作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
发展规划》《关于支持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的意
见》 等相关文件提出，要在与澳门
和国际规则制度衔接上下功夫，推
动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例如支
持重点行业企业联合成立在澳门注

册、在合作区运营的国际绿色能源
认证中心，重点面向粤港澳大湾
区、葡语系及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开展认证业务，支持建设横琴国
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搭建先
进技术应用推广平台等。

如今，横琴与澳门经常联合举
行招商大会或出海考察活动，尤其
是吸引葡语国家的代表关注横琴、
到横琴参观交流，凸显“澳门平
台＋国际资源＋横琴空间＋成果共
享”的产业联动发展优势。

各类企业纷纷落地

几年前，澳门女孩黄茵来到横
琴，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注册成
立了湾谷科技研究 （珠海市） 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澳门总公司研发的
中医药产品。“按照规定，对在澳门审
批和注册、在合作区生产的中医药产
品、食品及保健品，允许使用‘澳门监
造’‘澳门监制’或‘澳门设计’标
志。这对澳门企业到横琴落户发展
有很强的吸引力。”她说。

不少在横琴创业的澳门企业家
告诉记者，澳门土地资源有限，企
业扩大产能较为困难。如今横琴允
许企业在当地使用“澳门监造”等
标志，既能够保留相关产品品牌、
稳定原有市场客户，又可以扩大产
能、增加企业规模。还有像对在横
琴工作的澳门居民实行“澳人澳
税”政策、推出便捷的商事登记认
证服务机制等，都让澳门企业在横
琴落地、运营变得更顺畅。

不只如此，近年来合作区规划
建设了澳门品牌工业园、“专精特
新”高端制造产业园等产业空间，
有序引导澳门中医药、珠宝钻石加
工企业赴合作区经营发展，拓展生
产空间和扩大市场规模，更好融入
合作区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末，
合作区澳资经营主体达到 6346 户，

同比增长12.4%；澳资经营主体占全
部经营主体比重达到10.8%，较去年
同期提升 1.0个百分点；澳门 4所高
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纷纷落户横
琴，为合作区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注
入更多新动能、新活力。

生活环境更加舒适

4000 套住房、超过 200 套人才
房、约 60个商业铺位、4000多个汽
车车位，配套学校、卫生站、长者服务
中心及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不久
前，“澳门新街坊”项目迎来了首批
澳门居民入住。这是粤澳两地携手
合作、首个为澳门居民建设的综合
民生工程，融合了优质居住空间、
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

在横琴工作的澳门居民王韵
在这里购置了一套两居室。“这里
的社区配套都是按澳门标准来设
置的，大家都说在这里居住、生活，
就和住在澳门一样。尤其是横琴封
关后，大家可以直接从澳门携带常吃
的蔬菜、水果、蛋挞、熟食肉类等到横
琴，生活的幸福感更高了。”

“澳门新街坊”项目建设是琴澳
一体化加速推进的一个缩影。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4月，在合作区生活居住
的澳门居民达 15927 人，同比增长
20.6%，就业人数达5009人，同比增长
25.6%。跨境执业专业人士 1296 人，
较 2021 年增长近 3 倍。2023 年经横
琴口岸出入境的澳门居民约385万人
次、澳门单牌车约130万辆次，与2022
年同比分别增长67.39%、52.94%。

完善横琴岛内及琴澳跨境公共
交通线路、推动设立具有澳门特色
的医院和学校、建设澳门政务 24小
时自助服务中心……一系列措施的
推出和落实，都将让澳门居民在横
琴工作、生活更便利，不少人直呼

“横琴就是自己第二个家”。
题图：澳门（前）与珠海横琴。

陈显耀摄 （新华社发）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33周年周年——

琴澳一体化再谱新曲琴澳一体化再谱新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柴逸扉柴逸扉

本报巴黎8月5日电（记者刘峣） 当地时
间8月5日，在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
射决赛中，34岁的李越宏夺得金牌，王鑫杰获得
铜牌。江伊婷/吕健林获得射击飞碟双向混合团
体铜牌。在体操赛场，邹敬园在男子双杠决赛中
摘金，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卫冕。周雅琴在女子
平衡木比赛中获得银牌，张博恒夺得男子单杠铜
牌。何冰娇在羽毛球女子单打决赛中获得亚军。

8月4日晚，在游泳男子4×100米混合泳
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覃海洋、孙佳俊、
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
游泳队首次获得该项目的奥运金牌。万乐
天、唐钱婷、张雨霏、杨浚瑄为中国队摘得
女子 4×100米混合泳接力铜牌。张雨霏在女
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获得铜牌。

截至 5 日 16 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获得
21金17银14铜。

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获21金

李越宏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张 帆摄

邹敬园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曹 灿摄

本报北京8月5日电（记者刘志
强）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今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关产业企业 （以下简称“文化企
业”） 实现营业收入 64961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7.5%。其中，文化
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个行业小

类实现营业收入 27024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11.2%，快于全部规模以
上文化企业3.7个百分点。

分产业类型看，文化制造业实
现营业收入 19221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5.4%；文化批发和零售业
11031亿元，增长6.3%；文化服务业

34709亿元，增长9.0%。
分行业类别看，新闻信息服务

实现营业收入 8768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9.8%；内容创作生产 14628
亿元，增长 10.2%；创意设计服务
10958亿元，增长6.7%。

上半年，规上文化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525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9%；营业收入利润率为8.08%，同
比提高 0.11 个百分点。上半年规上
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7.5%

上半年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7.5%

本报北京8月5日电（记者吴秋
余）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
总局、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 加强金融支持乡村全
面振兴专项行动的通知》。

《通知》提出实施五大专项行动，
一是实施金融保障粮食安全专项行
动，拓展粮食生产、流通、收储、加工

等全产业链金融服务场景，创新高标
准农田和设施农业建设的融资模式，
深化种业振兴和农业科技金融服务，
支持符合条件的种业企业上市、挂牌
融资和再融资。二是实施巩固拓展
金融帮扶成效专项行动，继续落实对
重点帮扶县的差异化金融支持政策，
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减。
扎实做好定点帮扶工作。三是实施

金融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运
用信贷、债券、股权、租赁等融资渠
道，拓宽抵质押物范围，盘活农村资
产资源。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支持农民增收致富。积极对
接县域物流配送中心等项目融资需
求。四是实施金融支持乡村建设专
项行动，开发人居环境贷款产品，
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文明
建设金融支持。强化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金融保障。五
是实施金融赋能乡村治理专项行动，
创新金融支持农文旅融合模式。加
强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支持数字乡村
建设。

五部门发布通知

实施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五大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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