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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
——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看2024年“三农”工作战略部署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9日至20日在
北京召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就开好这次会议，做好“三农”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
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把责任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
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

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稳
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这次重要会议研究部署了哪些
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下一步如何发力？
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有关专家，深入解
读会议精神。

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
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
手发力。”此次会议提出，“抓好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推动
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确保 2024 年粮
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加强耕
地保护和建设”。

今年粮食生产克服黄淮罕见“烂场
雨”、华北东北局地严重洪涝、西北局部
干旱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年粮食产量连
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肉蛋奶和
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供应充足，为保持经
济社会大局稳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奠
定坚实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表示，今年粮
食丰收是在应对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
取得的，实属不易，主要得益于各级政府
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农民群众努力耕耘，
支农惠农政策得力，良田良种良法共同
发力等。

“国内庞大的人口基数叠加消费不
断升级，粮食需求仍在刚性增长，全球
农产品贸易不确定性增强，必须全方位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钱前说，为此，会
议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粮食稳产保

供举措。
会议提出，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优先把东
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
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适当提
高投资补助水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钟钰表示，今年以高标准农
田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提
档升级，有效提升了应对灾害的能力，保
障粮食实现丰收增产。此次提出的这些
举措，将守好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稳定提
升粮食产能。

2023 年，我国继续提高小麦、稻谷
最低收购价，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
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扩大三大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
实施范围。

此次会议强调，探索建立粮食产销
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钟钰表示，
这一举措有利于增加主产区财政资金调
配能力，提高主产区抓粮的积极性。同
时，主产区和主销区在人员、装备、技术
方面的合作，也有利于主产区做大做强
粮食产业，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更好保
障粮食安全。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抓好“三
农”工作的底线任务。

会议强调，落实好防止返贫监测帮
扶机制，提高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推动
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
化帮扶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副院长毛学峰认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继续发展
壮大脱贫地区特色优势产业，鼓励更多
资金进入欠发达地区，推动传统产业升
级，支持地方支柱产业，确保农业收入不
出现大规模下降；采取订单式培训方式
加大对本地区劳动力培训，确保非农收
入不降低。同时，持续推进教育和医疗
等公共服务覆盖。

今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5705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3%，快于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徐志刚认为，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在注入外部资源的同

时，要多举措并行，持续提升相关人群就
业能力。同时，对因自身原因欠缺劳动
能力的脱贫户加强兜底救助力度。

会议指出，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
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徐志刚认为，要完
善现代农村产业体系，在推进标准化和
品质化过程中做好农产品品牌建设，多
措并举强化农民增收。

“欠发达地区要在本地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同时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把非
技能劳动力转变为技能劳动力，以适应
产业升级需求。”毛学峰表示。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
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

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黄季焜看来，“有力有效”更加强调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举措和效果。“未来
要通过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把各方面资
源整合起来，根据各地特色、基础、资
源的情况，突出重点、补齐短板、提高
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
究员李国祥说，此次会议从加大推进力
度和更加明确重点两方面对乡村全面振
兴提出要求。未来各地各部门要把责任
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会议强调，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加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专家们表示，下一步要加快推进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认真总结推广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持续走深走实。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持续改善，推广运用清单制、
积分制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
能。

会议还强调，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
治理能力，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
表示，必须在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内，有力

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把推进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
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发
展新格局。

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
改革。

“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
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村改革创
新”……围绕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会议作出系列重要部署。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践以及我
国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实践来看，建设
农业强国主要从科技创新和农村体制改
革深化两大主线展开。近年来，我国农
业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62.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
部部长叶兴庆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一些
地方在提升粮食单产方面探索出重要经
验，将现有的良种、农机、技术、管理等进
行系统集成，起到良好的增产降本效
果。下一步要按照会议部署，坚持农业
科技创新的思路，进一步发挥技术集成
的有效经验。要在种业振兴、关键农机
装备等领域持续发力，提倡联合协作，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各类科研资
源，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

钱前表示，在种业振兴方面，要加强
重大平台共建共享，实现创新资源共享
与功能互补，共同打造种业国家战略核
心科技力量。同时，要加快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进一步推进种业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加快农业现代化，需要改革增动力、
添活力。

叶兴庆表示，必须继续把住处理好
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今年，我国
在一些地方开展了土地承包到期后进行
延包的试点工作。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将促进农民放心稳定进行土地流转，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创造更加稳定
的预期。要扎实做好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的各项工作，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
成果，为建设农业强国夯实根基。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于文静 高
敬 胡璐 郁琼源

首部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法治保障蓝皮书发布
（上接第 1 版）蓝皮书的出版是向世
界展示新疆人权事业建设发展进程
的重要名片。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
院长张永和表示，蓝皮书用一个个真

切的新疆人权法治保障故事，将真实
的新疆展现给大家，我们坚信在法治
的光辉旗帜下，新疆各族人民必将享
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权，人民
生活将更加幸福美满。

（上接第1版）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粮
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扛在肩上，毫不
放松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稳定
粮食播种面积，推动大面积提高粮食单
产，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确保2024年
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乡村振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
性工程，必须落实规划、扎实推进。要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抓好防止返
贫监测，落实帮扶措施，增强内生动
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
平、乡村治理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
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
性进展、阶段性成果。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牢牢把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
线任务，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适应

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
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促进县域城乡
融合发展，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繁
荣发展乡村文化，持续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对“三农”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明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的关键一年，做好“三农”工作意义
重大、任务艰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开
拓进取、攻坚克难，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上接第 1 版）村民古瓦尔妮莎
罕·麦麦提明跟着李鹏学到了不少红
枣种植技术，现在种有300亩红枣树，
已成为阿日希村小有名气的红枣种植
大户。嫁接优质灰枣、花期前后修枝
抹芽……说起红枣栽培技术，47 岁的
古瓦尔妮莎罕头头是道：“去年，红枣
卖了80万元。今年，客商直接在晾晒
场订购，大部分都卖到了疆外。”

2018 年秋季，李鹏的公司在阿
日希村建成了一座万吨红枣初级加
工厂，提高了红枣附加值。同时，该
公司创新研发枣泥、枣酱、冻干枣片、
高品质枣粉等精深加工产品，注册

“沙天红”“阿日希”“沙漠种枣人”等
品牌，已带动形成区域特色红枣产业
集群。

“我要把剩余的时间和生命奉献
给这里，带着大家实现产业致富梦，
过上比红枣还甜的日子。”李鹏说。

让村民更富

2009年，李鹏退休了，但他并不
想就此安享晚年。“我现在身体还好，
还能为社会做些事情。”他琢磨着。

这一年，他卖掉房产，拿着全部

家当，只身来到阿日希村，这一干就
是14年。

初到阿日希村，李鹏操着不流利
的维吾尔语，在这里平整沙丘种白杨、
改良土壤栽枣树，他和村民在400亩沙
地干了 3 年，逐渐摸清了沙漠的“脾
气”，也改良出了能耕种的田地。

枣园建立之初，阿日希村不少村
民来打工，干一些拔草、捡树枝、采摘
红枣的活儿，渐渐地，看到“沙里生了
金”，不少村民又有了学习红枣种植
技术的想法，李鹏便开始对他们培训
枣树的栽培、施肥、修剪、嫁接、病虫
害防治等技术。

2018 年底，李鹏与阿日希村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自己的 2000
亩枣园，成立了策勒县智慧果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吸纳该村100名村民入
社，人均月增收3000元以上。

在李鹏的帮带下，阿日希村红枣
种植面积达 6000 余亩，红枣种植收
入 占 到 农 民 人 均 总 收 入 的 90% 。
2022 年，阿日希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15124元，是2009年的近7倍。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热扎
提·阿不都

声 明
和田县公安局与石河子市经纬测绘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签订《和田县看守所扩建项目测绘》项目，所欠尾款119269.80元（壹拾壹

万玖仟贰佰陆拾玖元捌角），公司自愿放弃此笔尾款，不再向和田县公安局追究此欠款119269.80元，双方债务自登报之日起解除。
负责人：张德胜
身份证号码：652823197906042219
联系电话：15894098960
特此声明

石河子市经纬测绘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于田县喀拉克尔乡巴扎托普村壮大
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已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竣工并验

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

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

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刘女士 18866576887

建设单位联系人：叶先生 18399139116

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812062
陕西朗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县第五小学消防水池建设项目已于

2023年7月18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

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

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唐勇 13579206989

建设单位联系人：冯乾旭 15699164343

和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2028223

新疆盛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通 告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民丰县公共医疗卫生能力提升建设项目（一

标段）已于2023年8月14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

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

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杨金雄 15209001212

建设单位联系人：李巧珍 13999436455

民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750102
新疆丰宏达建设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民丰县物流园区冷链物流仓储

设施（二期）建设项目已于2023年7月25日竣工并验收。如有
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
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
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孙永久 19990466644
建设单位联系人：韩瑞林 15001545721
民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750102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县第五小学建设项目已于2023年7月

18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

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

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唐勇 13579206989

建设单位联系人：冯乾旭 15699164343

和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2028223

新疆盛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洛浦县恰尔巴格镇古勒巴格村等三个村

污水治理项目-施工三标段已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竣工并验
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
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
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刘先生 15569034999
建设单位联系人：蔡先生 15292668982
洛浦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622141

和田君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遗 失 声 明 作 废
●麦麦提艾麦尔·伊马木尼亚孜，新

RT0714号道路运输证丢失，特此声明。
● 和 田 县 肉 孜 买 买 提·艾 比

653221199106010037 号身份证丢失，特
此声明。

●洛浦县麦麦提艾则孜·艾力，新
32-38840号拖拉机牌照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市萨迪尔·麦提努日，新32-
49389号拖拉机行驶证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市阿卜力孜·阿塔伍拉，新
32-54205号拖拉机牌照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市吐尔孙尼亚孜·艾衣提，新
32-27645号拖拉机行驶证丢失，特此声
明。

●和田市拜合提亚尔·吾布力卡斯
木（身份证号：653201196301180518）图
号：05-11-38号（坐落：新疆和田市纳尔

巴格街道台北西路托甫加巷132号）土地
使用证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骑士运输有限公司新R8677
号车（挂）道路运输证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中申信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开具给孙佳伟（身份证号：
15040419950525741X）3216266 号（名门
豪庭小区住房保证金，金额3000元）收据
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市热依罕古丽·买吐送（身份
证 号 ： 653226199103310028）
201665120653226199103310028号医师资
格证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市热依罕古丽·买吐送（身份
证 号 ： 653226199103310028）
120653224000001号医师执业证丢失，特
此声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农机
技术推广站（第十四师农机安全监理所）
12991400584751704H号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正本）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万只羊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6532990010356号公章丢失，特此声
明。

●和田万只羊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6532990010357号财务专用章丢失，
特此声明。

●新疆玉城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和田市玉城房地产交易有限公司）开具
给 依 力 哈 木 江·艾 山（身 份 证 号 ：
653201198302131514）公租房位于：玉苑
小区3单元17-1室，办理入住时间：2020
年5月（金额：3545元）公租房押金收款收
据丢失，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