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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林鄭下月初為新屆議員監誓
立會90個議席誕生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90個議
席全部誕生。是次選舉具廣泛代表
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及公平
競爭性。共有153名候選人競逐90個
議席，當中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40
名議員，由功能界別選舉產生30名議
員，由地區直選選舉產生20名議員。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表示，今次
換屆選舉投票及點票過程十分暢順，
體現公開公平誠實原則，選管會滿意
整體安排。新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
將於明年1月3日進行，由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為他們監誓。（尚有相關報
道刊A3、A4版）

穩扛政治責任
超前登上年產800億斤台階

習近平總書記對糧食安全的系列重要論述，立足
華夏數千年農耕文明，放眼民族振興新基業，以淺
顯易懂的 「飯碗論」深入廣大群眾之心。而維護國
家糧食安全，確保中國人飯碗裝中國糧，對產糧大
省而言，自當是政治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說， 「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看，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 『三農』基礎是應變
局、開新局的 『壓艙石』。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4
億人口的大國來說， 『三農』向好，全局主動。」
正因為一斤糧千鈞重，去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
次提出實行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對人均耕地面積僅
為世界平均水平40%的中國而言，產糧大省自然是
「壓艙石」中的最重部分。
去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吉林時強調，吉林要把

保障糧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在 「十四五」規劃開
局之春，吉林省委書記景俊海表示，做好吉林 「三
農」工作，必須堅決扛穩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政治責
任，確保 「十四五」末期糧食總產量登上800億斤
新台階。僅到今年11月底，吉糧全年豐收數字就標
定在了807.84億斤的歷史高位。這意味着，吉林提
前四年達成了既定任務。

而這，首先來自吉林忠誠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指示
精神的責任擔當。為扛穩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政治
責任，吉林省堅持高位推動糧食生產工作，成立了

以書記、省長任 「雙組長」的糧食安全工作暨黑土
地保護工作領導小組，制定加強糧食生產 30 條措
施；面對氣候災情，制定了防災減災奮力奪取糧食
豐收9項措施；各市縣黨委政府落實糧食安全黨政
同責要求，全面推進糧食生產各項任務落實……

回望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的農業發展史，吉林糧
食人均佔有量、商品率和調出量連續多年居全國首
位。2000年以來，糧食總產量平均每6年提升一個
百億斤台階。2013 年至今，已連續 8 年超過 700 億
斤。

以至高政治責任維護國家糧食安全，吉林已然在
踐行習近平農業經濟思想的新征程中，形成了步步
加碼的施政傳統。登上年產800億斤的新台階，是
這一傳統的階段性成果。若以此為新起點，便可見
其履行責任的堅實未來。

夯實豐收基礎
深入推進新時代農村改革

認識 「『三農』向好，全局主動」的政治責任，
需要全面理解習近平農業經濟思想，特別是其要解
決的問題和挑戰——誰來種地，及其為解決問題構
建的戰略核心和路徑方向。而全國糧食生產十八年
連續豐收、吉林省豐收連破歷史記錄的實踐證明，
這是一條豐收永續之路，蘊含 「中國密碼」。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中，一個不容迴避
的問題是，立足數千年農耕文明的民族開始面臨誰
來種地的挑戰。2013 年 12 月 23 日，習近平總書記

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語重心長地指出， 「我到農
村調研，在很多村子看到的多是老年人和小孩，年
輕人不多，青壯年男性更是寥寥無幾……再過十
年、二十年，誰來種地？農業後繼乏人問題嚴重，
這的確不是杞人憂天啊！」

但他同時也指出，伴隨工業化、城鎮化，農業人
口流向城鎮是經濟規律使然；解決誰來種地問題，
須將起於小崗村的農村改革推向深入，從釋放農民
生產積極性轉為 「三農」全方位、全要素的深化改
革。立足大國小農的現實國情，改革之路正在這片
古老而深厚的土地上循序展開——通過土地產權制
度改革探索適度規模經營，加快培育新型經營主
體，積極探索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新機制，夯實農
業現代化基礎，讓農業充滿希望，讓農民成為體面
職業。

近年來，吉林省堅定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這一
思想。圍繞 「激發農村資源要素活力」，持續推進
農村承包地 「三權分置」改革，目前已實現土地流
轉3068萬畝，家庭農場發展到14.6萬戶，農民合作
社8.4萬戶。

與此同時，積極探索發展以全程託管為主、單環
節託管為輔、土地股份合作等為補充的農業生產
託管模式。目前，全省農業生產託管服務組織發
展到 1.8 萬家，託管面積 5725 萬畝/次。社會化服
務的到位，不只規避了單純土地流轉的風險，有
利於繼續將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更保障了種
糧的質量。

確保豐收永續
將新糧食安全觀植入厚土

「我國耕地就那麼多，潛力就那麼大，在糧食問
題上不可能長期出現高枕無憂的局面。」習近平總
書記指出，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實現可持續的糧
食安全，關鍵是如何種地。習近平農業經濟思想的
破解之法，即 「藏糧於地、藏糧於技」的新糧食安
全觀。

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視察時強調， 「一定要
保護好、利用好黑土地這一 『耕地中的大熊貓』。」
並對黑土地保護 「梨樹模式」給予充分肯定，指示吉
林 「要認真總結和推廣梨樹模式」；勉勵吉林 「在
探索現代農業發展道路上創造更多經驗」。面對國
家糧食安全永續使命，這實為一條 「軍令狀」。

推行保護性耕作、提升糧食經濟創新驅動力，吉
林扎扎實實雙管齊下。

今年3月2日，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
神，吉林省委、省政府適時出台《關於全面加強黑土
地保護的實施意見》，成立了由省委書記和省長任
雙組長的黑土地保護工作領導小組，組建了吉林省
黑土地保護專家委員會。3月29日，省政府又與中
科院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拉開了 「黑土糧倉」科
技會戰序幕。目前，全省已初步構建起了 「東部固土
保肥、中部提質增肥、西部改土培肥」的黑土地保
護路徑，探索形成十大黑土地保護技術模式。

與此同時，加快推進農業生產機械化、智能化進
程。啟動數字農業創新工程，推進信息進村入戶。
出台《關於大力推進現代種業創新發展的意見》，
打好種業自立自主這一事關民族農業振興戰略的翻
身仗。目前，吉林的國家級育種創新中心發展到3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7個、育種科研團隊53個、種
子企業304家，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100%、對糧
食增產貢獻率45%。

在落實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系列精準政策實施下，
吉林變 「瘦」的黑土地又 「肥」起來了，糧食產量
越級、質量提升之路，亦越走越穩。永續國家糧食
安全因此而更有底氣，進一步的富農強農目標，亦
有了堅固基礎。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指引下，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共同富裕的底層邏輯已構建成型，並展現出生機勃然之
勢。偉大思想指導偉大實踐。過去五年，習近平總書記
三次視察吉林，指導其探索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新路，

圍繞鄉村振興、冰雪產業發展、科技創新等戰略性領
域，發表了系列重要講話。吉林省堅定貫徹習近平總書
記重要指示重要講話精神，為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全省各
發展領域的實踐做出了切實努力，亦因此成為能夠較為
全面體會習近平經濟思想歷史性作用的樣本之一。本專

題將通過解讀習近平經濟思想與吉林省維護國家糧食安
全，以農業現代化推動農村現代化，以冰雪產業引領寒
地冰雪經濟發展，以科技創新推動工業化高質量發展等
實踐的緊密結合，具體而微地呈現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引
地方經濟健康發展的厚重力量。

編者按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吉林實踐（一）

一個商品糧大省的豐收邏輯
於世界、於中國都堪稱艱難的2021年即將

過去。對中國而言，戰勝疫情之外的一個更為
重要的內涵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這一建黨百
年目標的收獲，以及邁向建國百年新征程的充
沛底氣。底氣有很多，糧食豐收是其中之一。
今秋，當大國糧倉東北田野的最後一粒糧歸

倉之際，2021年全國糧食豐收大局鎖定——
實現18年連增，總產量達到14445.6萬噸！其
中，商品糧大省吉林做出了歷史首超800億斤

的突出貢獻，再次實現百億斤年產增量目標！
此時，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12月28日中央

農村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論述言猶在耳： 「這次
疫情期間，有18個國家限制糧食等農產品出
口，全球供應鏈受衝擊，一度引發恐慌」 「如
果在吃飯問題上被 『卡脖子』 ，就會一劍封
喉。」
面向新的一年，中國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而吉林省的貢獻，不僅僅是增產 47.24 億斤

糧、完成了省委書記景俊海強調的 「堅決扛
穩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政治責任」 、省長韓俊
提出的 「毫不放鬆抓好糧食生產，建設國家
糧食安全產業帶」 等既定使命，更在於，堅
定落實習近平農業經濟思想，未負其寄望的
「在探索現代農業發展道路上創造更多經
驗」 。中國底氣，因此擁有活水之源。

文/ 冀文嫻

穩扛政治責任
超前登上年產800億斤台階

習近平總書記對糧食安全的系列重要論述，立足
華夏數千年農耕文明，放眼民族振興新基業，以淺
顯易懂的 「飯碗論」深入廣大群眾之心。而維護國
家糧食安全，確保中國人飯碗裝中國糧，對產糧大
省而言，自當是政治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說， 「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看，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 『三農』基礎是應變
局、開新局的 『壓艙石』。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4
億人口的大國來說， 『三農』向好，全局主動。」
正因為一斤糧千鈞重，去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
次提出實行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對人均耕地面積僅
為世界平均水平40%的中國而言，產糧大省自然是
「壓艙石」中的最重部分。
去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吉林時強調，吉林要把

保障糧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在 「十四五」規劃開
局之春，吉林省委書記景俊海表示，做好吉林 「三
農」工作，必須堅決扛穩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政治責
任，確保 「十四五」末期糧食總產量登上800億斤
新台階。僅到今年11月底，吉糧全年豐收數字就標
定在了807.84億斤的歷史高位。這意味着，吉林提
前四年達成了既定任務。

而這，首先來自吉林忠誠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指示
精神的責任擔當。為扛穩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政治
責任，吉林省堅持高位推動糧食生產工作，成立了

以書記、省長任 「雙組長」的糧食安全工作暨黑土
地保護工作領導小組，制定加強糧食生產 30 條措
施；面對氣候災情，制定了防災減災奮力奪取糧食
豐收9項措施；各市縣黨委政府落實糧食安全黨政
同責要求，全面推進糧食生產各項任務落實……

回望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的農業發展史，吉林糧
食人均佔有量、商品率和調出量連續多年居全國首
位。2000年以來，糧食總產量平均每6年提升一個
百億斤台階。2013 年至今，已連續 8 年超過 700 億
斤。

以至高政治責任維護國家糧食安全，吉林已然在
踐行習近平農業經濟思想的新征程中，形成了步步
加碼的施政傳統。登上年產800億斤的新台階，是
這一傳統的階段性成果。若以此為新起點，便可見
其履行責任的堅實未來。

夯實豐收基礎
深入推進新時代農村改革

認識 「『三農』向好，全局主動」的政治責任，
需要全面理解習近平農業經濟思想，特別是其要解
決的問題和挑戰——誰來種地，及其為解決問題構
建的戰略核心和路徑方向。而全國糧食生產十八年
連續豐收、吉林省豐收連破歷史記錄的實踐證明，
這是一條豐收永續之路，蘊含 「中國密碼」。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中，一個不容迴避
的問題是，立足數千年農耕文明的民族開始面臨誰
來種地的挑戰。2013 年 12 月 23 日，習近平總書記

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語重心長地指出， 「我到農
村調研，在很多村子看到的多是老年人和小孩，年
輕人不多，青壯年男性更是寥寥無幾……再過十
年、二十年，誰來種地？農業後繼乏人問題嚴重，
這的確不是杞人憂天啊！」

但他同時也指出，伴隨工業化、城鎮化，農業人
口流向城鎮是經濟規律使然；解決誰來種地問題，
須將起於小崗村的農村改革推向深入，從釋放農民
生產積極性轉為 「三農」全方位、全要素的深化改
革。立足大國小農的現實國情，改革之路正在這片
古老而深厚的土地上循序展開——通過土地產權制
度改革探索適度規模經營，加快培育新型經營主
體，積極探索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新機制，夯實農
業現代化基礎，讓農業充滿希望，讓農民成為體面
職業。

近年來，吉林省堅定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這一
思想。圍繞 「激發農村資源要素活力」，持續推進
農村承包地 「三權分置」改革，目前已實現土地流
轉3068萬畝，家庭農場發展到14.6萬戶，農民合作
社8.4萬戶。

與此同時，積極探索發展以全程託管為主、單環
節託管為輔、土地股份合作等為補充的農業生產
託管模式。目前，全省農業生產託管服務組織發
展到 1.8 萬家，託管面積 5725 萬畝/次。社會化服
務的到位，不只規避了單純土地流轉的風險，有
利於繼續將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更保障了種
糧的質量。

確保豐收永續
將新糧食安全觀植入厚土

「我國耕地就那麼多，潛力就那麼大，在糧食問
題上不可能長期出現高枕無憂的局面。」習近平總
書記指出，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實現可持續的糧
食安全，關鍵是如何種地。習近平農業經濟思想的
破解之法，即 「藏糧於地、藏糧於技」的新糧食安
全觀。

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視察時強調， 「一定要
保護好、利用好黑土地這一 『耕地中的大熊貓』。」
並對黑土地保護 「梨樹模式」給予充分肯定，指示吉
林 「要認真總結和推廣梨樹模式」；勉勵吉林 「在
探索現代農業發展道路上創造更多經驗」。面對國
家糧食安全永續使命，這實為一條 「軍令狀」。

推行保護性耕作、提升糧食經濟創新驅動力，吉
林扎扎實實雙管齊下。

今年3月2日，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
神，吉林省委、省政府適時出台《關於全面加強黑土
地保護的實施意見》，成立了由省委書記和省長任
雙組長的黑土地保護工作領導小組，組建了吉林省
黑土地保護專家委員會。3月29日，省政府又與中
科院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拉開了 「黑土糧倉」科
技會戰序幕。目前，全省已初步構建起了 「東部固土
保肥、中部提質增肥、西部改土培肥」的黑土地保
護路徑，探索形成十大黑土地保護技術模式。

與此同時，加快推進農業生產機械化、智能化進
程。啟動數字農業創新工程，推進信息進村入戶。
出台《關於大力推進現代種業創新發展的意見》，
打好種業自立自主這一事關民族農業振興戰略的翻
身仗。目前，吉林的國家級育種創新中心發展到3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7個、育種科研團隊53個、種
子企業304家，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100%、對糧
食增產貢獻率45%。

在落實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系列精準政策實施下，
吉林變 「瘦」的黑土地又 「肥」起來了，糧食產量
越級、質量提升之路，亦越走越穩。永續國家糧食
安全因此而更有底氣，進一步的富農強農目標，亦
有了堅固基礎。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指引下，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共同富裕的底層邏輯已構建成型，並展現出生機勃然之
勢。偉大思想指導偉大實踐。過去五年，習近平總書記
三次視察吉林，指導其探索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新路，

圍繞鄉村振興、冰雪產業發展、科技創新等戰略性領
域，發表了系列重要講話。吉林省堅定貫徹習近平總書
記重要指示重要講話精神，為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全省各
發展領域的實踐做出了切實努力，亦因此成為能夠較為
全面體會習近平經濟思想歷史性作用的樣本之一。本專

題將通過解讀習近平經濟思想與吉林省維護國家糧食安
全，以農業現代化推動農村現代化，以冰雪產業引領寒
地冰雪經濟發展，以科技創新推動工業化高質量發展等
實踐的緊密結合，具體而微地呈現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引
地方經濟健康發展的厚重力量。

編者按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吉林實踐（一）

一個商品糧大省的豐收邏輯
於世界、於中國都堪稱艱難的2021年即將

過去。對中國而言，戰勝疫情之外的一個更為
重要的內涵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這一建黨百
年目標的收獲，以及邁向建國百年新征程的充
沛底氣。底氣有很多，糧食豐收是其中之一。
今秋，當大國糧倉東北田野的最後一粒糧歸

倉之際，2021年全國糧食豐收大局鎖定——
實現18年連增，總產量達到14445.6萬噸！其
中，商品糧大省吉林做出了歷史首超800億斤

的突出貢獻，再次實現百億斤年產增量目標！
此時，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12月28日中央

農村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論述言猶在耳： 「這次
疫情期間，有18個國家限制糧食等農產品出
口，全球供應鏈受衝擊，一度引發恐慌」 「如
果在吃飯問題上被 『卡脖子』 ，就會一劍封
喉。」
面向新的一年，中國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而吉林省的貢獻，不僅僅是增產 47.24 億斤

糧、完成了省委書記景俊海強調的 「堅決扛
穩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政治責任」 、省長韓俊
提出的 「毫不放鬆抓好糧食生產，建設國家
糧食安全產業帶」 等既定使命，更在於，堅
定落實習近平農業經濟思想，未負其寄望的
「在探索現代農業發展道路上創造更多經
驗」 。中國底氣，因此擁有活水之源。

文/ 冀文嫻

【地區直選當選名單(20人)】

第七屆立法會90名議員全名單
【選委會界別當選名單(40人)】 【功能界別當選名單(30人)】

新界東南：李世榮、林素蔚
新界北：張欣宇、劉國勳
新界西北：周浩鼎、田北辰
新界西南：陳恒鑌、陳穎欣
新界東北：李梓敬、陳克勤

香港島東：吳秋北、梁熙
香港島西：葉劉淑儀、陳學鋒
九龍東：鄧家彪、顏汶羽
九龍西：鄭泳舜、梁文廣
九龍中：李慧、楊永杰

陸頌雄、馬逢國、黃國、陳凱欣、鄧飛、謝偉俊、林智遠、管浩鳴、林筱
魯、周文港、江玉歡、陳月明、李浩然、陳家珮、陳曼琪、蘇長、孫
東、譚岳衡、吳傑莊、陳紹雄、洪雯、林順潮、陳仲尼、容海恩、陳沛
良、劉智鵬、簡慧敏、林琳、陸瀚民、葛珮帆、郭玲麗、黎棟國、梁美
芬、何君堯、麥美娟、黃元山、李鎮強、張國鈞、梁毓偉、林振昇

鄉議局：劉業強 漁農界：何俊賢
保險界：陳健波 航運交通界：易志明
教育界：朱國強 法律界：林新強
會計界：黃俊碩 醫療衛生界：林哲玄
工程界：盧偉國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謝偉銓
勞工界：梁子穎、周小松、郭偉強
社會福利界：狄志遠
地產及建造界：龍漢標
旅遊界：姚柏良
商界（第一）：林健鋒
商界（第二）：廖長江
商界（第三）：嚴剛
工業界（第一）：梁君彥
工業界（第二）：吳永嘉
金融界：陳振英 金融服務界：李惟宏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霍啟剛
進出口界：黃英豪
紡織及製衣界：陳祖恒
批發及零售界：邵家輝
科技創新界：邱達根 飲食界：張宇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及有關

全國性團體代表界：陳勇

立法會組成
分區直接

選舉的議員

選舉委員會
選舉的議員

功能團體
選舉的議員

投票點票過程十分暢順
昨日上午，今次立法會選舉點票順利完成，共點算

約 1350680 張地方選區選票、約 70490 張功能界別選
票，以及1426張選舉委員會界別選票，點算工作用時
約11小時。當中，功能界別方面，投票率最高的三個
界別為商界（第三）、科技創新界和漁農界，投票率
逾 98% 至 接 近 99% 。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投 票 率 為
98.48%，有1426名選民投票。

馮驊總結今次選舉時表示，整體而言，投票與點票
過程都十分暢順，各項選舉安排體現公開、公平和誠
實的原則，選管會滿意整體安排。選管會將詳細檢討
是次選舉安排，並按法例要求在3個月內向行政長官
提交報告書。他說，是次選舉是完善選舉制度後最大
型的公共選舉，特區政府克服疫情挑戰，安排充足的
票站工作人員和執法人員，包括警務處、廉政公署和
入境事務處，以保障選舉能夠順利舉行，達至公開透
明和高效有序。他又指，是次選舉首次大規模使用電

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在票站派發選票，整體而言，發票
過程暢順。

民建聯奪19席成大贏家
另外，特區政府宣布，將於明年1月3日上午11時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舉行第七屆立法會議員宣誓
儀式，並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議員監誓。政府發言
人強調，宣誓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
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若作出虛假宣誓或在宣

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須依法承擔
法律責任。

總結今次選舉，民建聯成為大贏家，取
得19席，地區直選更大獲全勝，10區候
選人包括李慧、周浩鼎、陳克勤等全部

當選；工聯會吳秋北、新民黨葉劉淑儀、實政圓桌田
北辰等亦旗開得勝。

功能組別方面，金融服務界張華峰、紡織及製衣界
鍾國斌連任失敗，分別由李惟宏及陳祖恒接任。社福
界則由新思維狄志遠勝出。選委會界別方面，梁美芬
得到1348票成為 「票后」，張國鈞以1342票緊隨其後
成為 「票王」；工聯會麥美娟、陸頌雄，和首次參選
的鄧飛、黃元山、管浩鳴等都當選；而盛智文、屠海
鳴、馮煒光等人則落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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