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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正式发布 《“十四五”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规
划》提出，到2025年，农业基础更加稳固，乡村
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
展。梯次推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脱贫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展望2035年，乡村全面振
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统筹全局精准施策

“十三五”时期，中国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
设，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0%，乡村振兴
实现良好开局。不过，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仍面临
不少矛盾和挑战，如耕地质量退化面积较大、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强、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基
础仍然不强等。

对此，《规划》把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作
为一个整体来谋划，打出了精准的“组合拳”。

比如，在粮食安全方面，《规划》强调稳定种
粮农民补贴，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
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完善粮食主产区利
益补偿机制；在耕地保护方面，《规划》再次明确

“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在产业布局方面，《规
划》 提出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
体，培育壮大现代种养业、乡村特色产业、农产
品加工流通业、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新型服务
业、乡村信息产业等，形成特色鲜明、类型丰
富、协同发展的乡村产业体系……

中国农业大学智慧农业无人机系统研究院院
长何雄奎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一方
面，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聚焦
实际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多层次、全方位精准施
策；另一方面，加快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是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规划》在深入
剖析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所面临矛盾和挑战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不仅顺应了民心，而且
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

强化科技创新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十分重视科技的支撑
作用。比如，《规划》指出，要聚焦生物育种、耕
地质量、智慧农业、农业机械设备、农业绿色投
入品等关键领域，加快研发与创新一批关键核心
技术及产品。

“如今，‘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主体是谁、该怎么干，如
何扎扎实实提升乡村经济的科技含量，如何使乡
村现代化程度进一步与城市看齐……这些问题，
有赖于一个高度系统化、结构化、精细化的政策
体系进行引导。《规划》要发挥的就是这样一种作
用。”何雄奎说。

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俞剑看来，
实现“口粮绝对安全、主要农产品供应自主可
控”，需要农业在全面提质增效的基础上加强与上下
游产业的关联性，进而带动整个食品生产加工系统

朝着高值高效方向转型。俞剑认为，未来，颠覆性的
农业科技创新和生物、数字及装备等跨界技术在农
业及相关产业中的应用将成为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
力的最重要驱动力，促进农业全面实现现代化。

如今，在农业机械化、数字化领域深耕的企
业越来越多。记者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了解
到，该公司通过把水稻种植分为13个环节49个决
策点，将海量数据单元化，帮助农户实现科学种
植。“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科研投入，让农机
产品更加智能，让农民操作更加舒适，通过智慧
农业的推广，让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中联
重科副总裁兼中联农机公司CEO熊焰明说。

释放乡村振兴潜能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规划》中的很多内容都
旨在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将有效激发乡村振兴潜力，为中国农业农
村现代化按下“快进键”。

“ 《规划》 强调了完善数字化、智能化等基
础设施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
今，京东正根植于实体经济，凭借扎实的基础设
施、高效的数智化社会供应链、创新的技术服务
能力，构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促进高品质农

产品正向循环，服务于乡村振兴。”京东集团副总
裁曾晨对本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京东农场从“基地信息化系统建
设、种植生产标准行为规范、农产品上行销售通
路、农产品品牌建设”四方面打造高品质农产品
生产示范基地。截至目前，京东农场已落地近60
个项目，数字基地建设面积近40万亩，带动十余
个省市的13类农业产业快速发展。

何雄奎表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从产业层面进一步夯实
农业农村的“造血功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
我们向‘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纵深去发展。

《规划》提出的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诸
多举措，将有助于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社
会基础。”何雄奎说。

国务院正式发布《“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农业农村现代化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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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现代化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韩
鑫）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近日公布我
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
示，今年1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4，按可比口径环比上升 0.2 点，
连续 3 个月上升，接近 2021 年同期
水平。分行业来看，工业、交通运
输邮政仓储业、信息传输计算机软
件业和住宿餐饮业指数分别比上月
上升 0.4、0.3、0.6和 0.4点，连续两

个月回升或持平。
“随着今年各方面政策取向和力

度相继明确，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承
担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中小企业
对发展环境的信心不断恢复。”中国
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谢极分析，1
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反映出中小
企业运行情况有以下主要特点——

企业效益有所提升。大宗商品
价格高位回调，上下游行业和企业

经营效益略有改善。1月效益指数为
74.9，比上月回升0.4点。

企业投资意愿有所改善。随着
能源、电力供应恢复以及大宗原材
料价格回调，企业扩大生产积极性
有所回升，投资需求有所释放。1月
投入指数为 83.8，比上月上升 0.3
点。所调查的8个行业中，5个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有所上升。

企业信心持续恢复。一系列助

企纾困政策陆续落地见效，中小企
业发展信心有所恢复。反映企业信
心的宏观经济感受指数为 98.6，比
上月上升 0.5 点。所调查的 8 个行业
中，5 个行业宏观经济感受指数上
升、2个行业持平。

“受疫情多点散发、原材料价格
高企、海外订单和运力不足、物流
成本偏高等因素影响，一季度中小
企业恢复发展仍面临挑战。”谢极
说，针对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和市场
预期不稳等问题，要加快实施更大
力度组合式减税降费举措，加大金
融支持力度，强化对企业特别是民
营和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
精准支持，助力中小企业纾困发
展，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效益有所改善、信心持续恢复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连续3个月上升

初春时节，位于白龙江甘肃段的大唐碧口水力发电厂进一
步完善智能电站建设，加快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的集控调度中心实现梯级调度、联合运行、精细化
管控，开展机组检修、提质升级等工作，为经济建设和民生保
障提供清洁能源。近年来，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持续投资开发白
龙江流域水力资源，以碧口水电厂为依托，先后建成麒麟寺、
苗家坝等水电站。图为日前大唐麒麟寺水电站工作人员在巡查
设备。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摄

近年来，海南三亚游
艇 产 业 发 展 快 速 。2021
年，三亚辖区游艇保有量
达945艘，同比增长52.1%；
全年新增 登 记 游 艇 323
艘，同比增长 202%。2021
年 全 年 ，三 亚 游 艇 出 海
15.98万艘次，游艇出海游
客逾 105 万人次。今年春
节假期期间，三亚游艇出
海逾 5500艘次，累计出海
3.96 万人次。图为 2 月 13
日，海南三亚湾入海口，数
百艘游艇游船搭载游客结
束海上之旅返港。

袁永东摄
（人民视觉）

百舸争流

▲近年来，黑龙江省甘南县兴
十四村农业生产实现现代化、标准
化作业，同时引进鲜食玉米、粮食
深加工、生物质发电等产业项目，
持续增加村民收入。图为 2 月 12
日，该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花卉区
内，技术人员在对花卉进行科学
管护。 宋燕军摄 （人民视觉）

◀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头屯河区）的新疆新研牧神
科技有限公司春节假期过后恢复
生产，该公司 1 月以来已经接到各
类农机产品订单1300余台。图为日
前，员工在车间组装玉米收获机。

张秀科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孔
德晨、叶紫）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获悉，2022年春风行动现场
推进活动暨春满齐鲁·乐业山东招聘
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山东荷泽举
办。截至 2 月 12 日，各地已累计发
放留岗红包、用工补贴超 5 亿元，
举办各类招聘活动近 1 万场，提供
岗位信息近600万个。

2022 年春风行动自 1 月 21 日启
动以来，各地周密部署，迅速行动，取
得初步成效。聚焦就地过年农民工，
发留岗红包、发过年礼包、发消费券，
组织集体过年，实现留岗有关怀。聚

焦节后求职返岗农民工，有序推进劳
务协作，密集开展招聘活动，精准推
送暖心服务，实现就业有帮扶。聚焦
连续生产和开工复工企业，推出稳岗
稳工奖补、新增员工补贴、共享用工
补贴，建立保用工稳生产工作专班，
实现用工有支持。

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表
示，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岗位收集和
暖心服务，为易地搬迁安置区和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脱贫人口
集中的地区定向投放岗位和服务，
为出现疫情的地区预留岗位、延长
服务、稳定预期。

2022年春风行动办招聘活动近万场

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刘
志强）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
今年 1 月，中央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3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实现利
润 总 额 1852.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1.3%，实现净利润1423.8亿元、同
比增长 10.2%，上交税费 3521.6 亿
元、同比增长18.2%。

新年伊始，国资委和中央企业
突出抓好稳增长工作，努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中央企业深入研判市场
形势，密切跟踪市场变化，及时优
化经营策略，巩固提升市场份额；持
续优化布局结构，努力扩大有效投
资，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落实提质增
效举措，大力降本节支，加大亏损治
理力度，持续提升精益化管理水平。1
月份，中央企业原煤产量、成品油销
量、钢材产销量均保持平稳增长，
旅客运输量继续小幅回升，贸易进
出口额呈快速增长态势。

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杜
海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
发布，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1%，较上月回落 1.5 个百分点；中
国仓储指数为48.3%，较上月下降3.3
个百分点。1月份，受节日因素影响，
物流业景气指数呈周期性波动，较上
月有所回落，但指数水平仍继续保持
在景气区间，实现平稳开局。

从分项指数看，1 月份业务量
指数、新订单指数、资金周转率指
数、设备利用率指数、物流服务价
格指数、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和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位于景气区间。从行
业看，铁路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业
务量和新订单指数有明显增加。从
区域看，东部地区物流活动更加活
跃。从企业看，大型企业景气指数
超过 55%，连续多月保持在 55%以
上相对高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分析认
为，从后期走势看，1 月份新订单
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
50.5%和 57.5%， 均 保 持 在 景 气 水
平，预示物流活动仍将保持平稳运
行的态势。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4日电
（记者李云平）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农牧厅获悉，今年内蒙古将进一步
优化种植业结构，扩种 430 万亩大
豆，进一步挖掘大豆生产潜力。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重要的大
豆生产基地，优势产区集中，属于
我国典型的优质绿色大豆产业带。
近几年内蒙古大豆播种面积和总产
量得到恢复性增长，播种面积最高

达1802.5万亩，居全国第二位。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种植业

管理处处长武向良介绍，今年内蒙
古通过对比各盟市大豆生产情况、
调度种植意愿，分析各盟市扩种大
豆潜力，在征求盟市意见基础上，
现已将 350 万亩清种大豆扩种任务
以及 160 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任务 （折算为清种面积 80 万亩）
逐级分解到旗县。

1月份央企营收增长12.4%

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1%

内蒙古今年将扩种430万亩大豆内蒙古今年将扩种430万亩大豆

春节假期过后，湖南省张家界市众多工厂、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状态，
抢抓时机赶订单、忙加工，满足市场需求。图为在张家界一公司车间内，
工人正在赶制玩具订单。 吴勇兵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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