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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作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10月2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4.3万
亿元，同比增长2.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22
元，实际增长 6.4%，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三农”压舱石作用进一步显现。“三农”向好对保
供给、稳预期、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食产量连续5年1.3万亿斤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收成好不好，关系
到中国人的餐桌和饭碗。

全年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当前，秋粮收获已接近
尾声，预计全年粮食总产量继续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这是粮食生产连续第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种植
结构进一步优化，如优质专用小麦比例提升到33%；大
豆面积增加 1000万亩；棉花继续向新疆等西北内陆优
势棉区集中。

生猪生产呈现恢复态势。9月，全国年出栏5000头
以上的规模猪场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0.6%、能繁母猪存
栏环比增长 3.7%，后备母猪销量继续大幅增长，猪饲
料产量和销量都有回升。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
魏百刚说，年底前生猪产能有望探底回升，明年有望
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随着乡村振兴的旋律激荡大江南北，农村产业发
展提质增效，一二三产业正加快融合。数据显示，前
三季度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
增长 3%和 5.6%。目前累计创建 114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平均产值达到75亿元。

与此同时，农产品贸易保持稳定，“一带一路”农
业合作不断深化。1—8 月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
10462.4亿元，同比增长5.1%，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农产品贸易增速均高于整体增速。

“总的看，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三农’向好对保供给、稳预期、强信心发挥了
重要作用。”魏百刚表示。

农民收入跑赢GDP增速

“小镇青年”玩转消费潮流，乡村大妈热衷“拼
购”“抢购”。这些来自农村的消费图景正深刻影响着
中国的消费版图，也彰显着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向
好趋势。

收入增长更快。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11622元，实际增长6.4%，高于GDP增速0.2个
百分点，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1个百分点。

产业扶贫见效。当前，累计建成各类扶贫产业基
地 10 万个以上，92%的贫困户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带

动贫困农户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
消费贡献更高。前三季度全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达到 43150亿元，同比增长 9%，高于城镇 1个百分点，
对全社会消费增长贡献率达到16%。

但不少人也注意到，近两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总体稳定增长，不过增速有所放缓——2018 年增速为
6.6%，比2017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增
速为6.4%，比去年同期低0.4个百分点。

对此，魏百刚表示，受经济下行以及其他因素影
响，保持农民持续增收难度的确越来越大，将采取多
种措施。一是确保丰收又增收，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好
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着力抓好农产品产销衔接，让
更多优质农产品卖得上好价钱。二是切实保障农民工
工资性收入，确保年底前农民工及时足额领到工资。
三是增加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机会。四是推动各项惠农
政策落实落地，督促各地按时足额将玉米大豆生产者
补贴、生猪良种补贴、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等资金
发放到农户手中，让农民分享更多改革红利。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加快衔接

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的基本面。
为此，中国多次提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目前进展如何？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一级巡视员赵铁
桥介绍，围绕扶持农民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健全面
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展开了积极探索。

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截至今年 8 月底，依法
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 220.7万家，成立了联合社 1万
多家，辐射带动了全国近一半的农户。农民合作社产
业涵盖粮棉油、肉蛋奶、果蔬茶等主要产品生产，并
且正在由种养业向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观光旅
游、民间工艺品制作和服务业延伸，其中种养业占
70%以上。

“实践证明，农民合作社在服务带动小农户、激活
乡村资源要素、引领乡村产业发展、提升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维护农民权益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赵铁桥说。

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各地高度重视发展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截至 2018年底，农业生产托管面
积为 13.84 亿亩次，比去年增加 52.7%，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的服务对象数达到 4630.17 万个，其中小农户占
91%。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一家一户小规模分
散农户的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开始向专业化、标准
化、规模化、绿色化和集约化生产方式转变。

“我们相信随着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
大，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这条路会越走
越顺，越走越宽。”赵铁桥说。

“三农”压舱石作用明显
本报记者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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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王观、汪
文正）“前三季度，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保持稳
定，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国家外汇管理
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际收支司司长
王春英25日表示。

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今年前三季度，
结汇 1.38 万亿美元，售汇 1.43 万亿美元，结
售汇逆差 482 亿美元；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
款数据看，银行代客涉外收入 2.632 万亿美
元，对外付款2.629万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
差26亿美元。

王春英说，前三季度，中国外汇收支情
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银行结售汇逆差收
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呈现顺差；外汇市
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售汇率保持平稳，企
业外汇融资更加稳定；结汇率稳中有升，市
场主体外汇存款下降；银行远期结售汇呈现
顺差；外汇储备余额稳中有升。

今年以来，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

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表现在外
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
币中表现是相对稳定的，市场主体跨境投融
资活动和结售汇意愿保持平稳。

关于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规模有所增
加，王春英表示，总体看，中国经常账户在
小幅波动中保持了基本平衡。今年上半年，
经常账户顺差 882 亿美元，与 GDP 之比是
1.3%，201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经常账户分别
是逆差288亿美元和顺差779亿美元，实际上
都处于基本平衡的合理区间。中国经常账户
从运行状况来看，还是体现了比较强的适应
性和稳定性。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常
账户仍会处于合理区间。

数据显示，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上升已
接近 2 万亿美元左右，王春英认为，中国外
债风险总体可控。

首先，从与主要国家对比看，中国外债
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并不高。根据世界银

行的统计，2018年末中国的外债余额在世界
排名是第12位，美国是我们的10倍，英国是
我们的4倍，日本是我们的2倍；从相对规模
来看，2018年末，中国的外债余额与国民收
入的比值为 14%，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球排
名位于150名以后。

第二，从与对外资产的匹配看，中国的对
外债务和对外资产增长是协调有序的。根据国
际经验，衡量外债风险、评估外部脆弱性，实际
上更加应该关注对外资产的规模和偿债能力。
6月末，对外资产总额为7.4万亿美元，比2014
年末上升 16%；同期对外负债总额为 5.4 万亿
美元，比 2014年末上升 12%，资产增长的幅度
更高一些，外债增速也在趋缓。

第三，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外债结构明显
优化，稳定性进一步增强。期限结构方面，近年
来中国外债增长主要集中在中长期外债。币种
分布方面，近期主要表现为人民币债务增加。
因此，中国外债风险还是基本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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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徐佩
玉） 24日，“桥”联世界——2019变局下中
美中小企业跨界交流合作论坛在北京举
办。本次论坛分为“大变局下的跨地域合
作”“大变局下的跨行业、跨领域合作”两
大主题，旨在充分发挥侨联组织联系海内
外的独特优势，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搭
建中国中小企业与世界各国政府、民间机
构、中小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赵毅武、
北京市贸促会副主任林彬分别就进一步

加强两国间经贸往来、推动中美中小企
业间的合作交流进行了主旨演讲。中国
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副秘书长张晓辉
以“大变局下的跨地域合作”为主题，
就中美中小企业怎样“走出去”开展合
作、科技创新和大数据发展对中小企业
的影响、日后开展交流合作的新模式等
问题发表了演讲。

本次论坛由北京市侨联、北京市贸
促会主办，吸引了海淀区部分新侨代
表、海归人士等200多人参加。

本报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徐佩
玉） 记者25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
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
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3500亿元人
民币/450亿欧元。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欧续签双边

本币互换协议，将对维护金融市场稳
定、扩大中欧间本币使用发挥积极作
用，同时有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
化。互换规模为3500亿元人民币/450亿
欧元，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
以展期。

本报北京 10 月 25 日电 （记者李
婕） 为对标国际先进，优化营商环境，今
年到目前中国已按时保质地完成了百余
项改革举措。这是在 25 日的国新办发布
会上，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介绍的情况。

余蔚平说，根据去年世界银行评估
结果，有关部门逐项梳理了中国营商环
境存在的 56 项主要失分点，并对标国际
先进、对接国际通行规则，于年初制定专
项改革任务台账，明确改革目标、责任部
门、时间节点。目前，除少数修法及涉及
整合多部门职能和系统的任务外，百余
项改革举措已按时保质地完成。

“今年，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
力度更大、精准度更高、节奏更快。”余蔚
平说，北京和上海两市作为中国的样本
城市，以参与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
估为契机，敢于啃改革的“硬骨头”、敢于
趟改革的“深水区”，在办理建筑许可、跨
境贸易、开办企业、登记财产等领域进行
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全国优化
营商环境树立了标杆，为国内其他地区
提供了大量可学习、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余蔚平说，“事实证明，中国优化
营商环境改革政策成效经得起市场主体
和国际社会的检验。”

手工制作
10月25日，为期4天的

第十三届合肥国际文化博览
会在安徽省合肥滨湖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本次文博会分
文化科技融合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博物馆文创产品
展等展区。图为观众在文博
会上制作手工。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百余项改革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展期

本报电 （钟婧） 10 月 24 日，“生
态+电力”示范城市建设国际论坛在浙
江省湖州市举行，来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160多位专家学者代表出席。

本次论坛由湖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旨在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
革命和国际合作，分享生态文明建设和
可持续发展经验，推广中国在能源领域
的“两山”转化成果。

与会专家纷纷发表主题演讲并进行研
讨，展望生态能源发展未来，探寻可持续发
展路径。湖州市还发布了全国首个“生态+
电力”发展评价指数和“生态+电力”湖州宣
言，深入推进“生态+电力”示范城市建设。

目前，湖州市正大力推进“生态+
电力”示范城市建设，实施 3 年行动计
划，以能源供给更加清洁、电网发展更
加可靠、能源消费更加低碳、生活方式
更加绿色、机制体制更加健全为发展目
标，促进电力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
发展。预计到2021年，湖州将实现清洁
能源装机比重达 75%，全市配电网供电
可靠率99.95%，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
的占比不低于 40%，新增电能替代量 7
亿千瓦时，城乡纯电动公共汽车更新换
代全面完成，充电网络布局全面优化，
建成全电景区 18 个、全电民宿和酒店
350家等一系列示范成果。

中美中小企业合作论坛举行

湖州举办“生态+电力”国际论坛

10月 24日，第十届广西音乐舞蹈比赛继续在广西南宁剧场举行。整晚比赛多个
节目表现出广西各少数民族生活状态，展现出浓浓的民族风。图为演员在表演群舞

《田埂上的歌》，作品巧妙运用扁担和凳子的各种变化营造出一幅田埂上壮乡女人欢乐
的劳作之景。 彭 寰摄 （人民视觉）

创意灯饰
10 月 25 日，第 25 届中国

义乌国际小商品 （标准） 博览
会圆满落幕。本届义博会共设
有国际标准展位 3700余个，吸
引了来自俄罗斯、印度、斯里兰
卡、喀麦隆以及香港、澳门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
参观采购。图为客商在采购创
意灯饰。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