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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底线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之于国家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
分量。

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确保2022年粮食播
种面积稳定、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目标如何实现？多地将粮食生产列为重
要任务，并对粮食产量与播种面积提出具体
明确要求。

水稻主产区湖南省提出，要确保粮食播
种面积稳定在7135万亩以上、产量600亿斤
以上；四川省提出，要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
定在9500万亩以上、总产量稳定在710亿斤
以上；产粮大省河南省提出，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稳定在 1.6 亿亩以上，粮食产量稳定在
1300亿斤以上……

为 抓 好 粮 食 生 产 ， 不 少 省 份 因 地 制
宜，前瞻布局。湖南省提出，充分利用旱
土、高岸田、天水田、渗漏田和不适合种
植水稻的严格管控区等发展旱杂粮生产；
湖北省提出，将支持京山桥米、潜江虾
稻、孝感糯稻等优质稻米产业链发展，规
范发展稻田综合种养；福建省提出，推进
800 万亩水稻生产功能区建设，加强粮食绿
色高质高效创建……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郭沛表
示，各地将粮食安全视为头等大事，此举非
常必要。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

料产能提升工程。在黄淮海和西北、西南地
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在东北地区
开展粮豆轮作，在黑龙江省部分地下水超采
区、寒地井灌稻区推进水改旱、稻改豆试
点，在长江流域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开展
盐碱地种植大豆示范。支持扩大油茶种植面
积，改造提升低产林。

眼下，相关地区已开始行动。黑龙江省
计划实施米豆轮作，在三江平原适宜旱作的
地下水超采区探索开展水稻改种大豆试点；
河北省加快发展大豆和油料产业，开展盐碱
地种植大豆示范；云南省将大力开发冬闲田
扩种油菜，积极抓好核桃、油茶、澳洲坚果
等木本油料的开发利用……

粮食土中生，有地斯有粮，耕地是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只有落实“长牙齿”
的耕地保护硬措施，才能守牢 18 亿亩耕地
红线。

今年，黑龙江全面推行“田长制”，建立
省、市、县、乡、村和网格、户“5+2”七
级田长的责任分工体系，确保黑土地数量不
减、质量提升。如今，家在黑龙江省海伦市
海北镇长安村的杜振涛有了一个新头衔——
田长。作为长安村党支部书记，杜振涛成了
全村2万多亩耕地的村级田长。

“坚持秸秆还田，给黑土地补充营养，确
保在合适时机高质量地完成播种。”杜振涛
说，对遏制耕地“非农化”、打击盗采黑土等

制度措施进行广泛宣传，是他眼下最重要的
工作之一。

根据计划，河北省也将全面建立“田长
制”，6 月底前全省所有县 （市、区） 完成

“田长制”建立；湖南省要求所有市州和县
（市、区）出台“田长制”实施文件，形成网格化、
全覆盖的耕地保护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

巩固成果 防止规模性返贫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

如何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就需要
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
收，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
集中安置区支持力度，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
策落地见效。

多地制定精准监测机制。福建省提出实
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加强社会救助资源统
筹；宁夏回族自治区完善“四查四补”常态
化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建立健全监测、帮
扶、责任、考核机制；河北省完善落实监测
帮扶机制，统筹用好农户申报、基层排查和
部门预警三种监测方式……

如何促进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多地
提出对策。

河北省提出，对脱贫人口就业实行信息
化动态管理，抓好职业技能培训和劳务输
出，叫响“燕赵家政·河北福嫂”品牌。4月
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燕赵家政·河

北福嫂”培训班正式开班，涉及家政服务、
养老服务、收纳整理等多项专业课程。

“这是一项很好的民生工程，大家都积极
踊跃地报名。”正定县南楼乡妇联副主席孙琳
毓对于这次活动开展十分有信心。在场的学
员也表示，一定会珍惜机会，学好技能。

黑 龙 江 省 鼓 励 统 筹 用 好 乡 村 公 益 岗
位，实行动态管理；云南省制定实施农村
居民和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计划；
河南省延续支持帮扶车间发展优惠政策，
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具备条件的可提高劳
务报酬发放比例……

“搬到这里以后，我们不仅都住上新房
子，还拥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这是以前想
都不敢想的。”从偏远山村搬到广西壮族自治
区都安瑶族自治县八仙安置新区，脱贫户石
高波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是防止规模性返贫的
特殊群体，需不断强化后续扶持。中央一号
文件要求，完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配套设
施和公共服务，持续加大安置区产业培育力
度，开展搬迁群众就业帮扶专项行动。

对此，青海省提出，在有条件的集中搬
迁安置区建设帮扶车间和产业园，鼓励易地
搬迁群众在经营现有土地、草场增收的基础
上，就地就近参与二三产业，实现多元增
收。贵州省提出，巩固提升搬迁劳动力家庭
一户一人以上稳定就业质量，确保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不能掉头就走，要

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政策力度不
减，继续扶上马送一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
焕鑫说。

今年，多省份在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
落实上持续下功夫。

宁夏回族自治区提出，深化新阶段闽宁
协作和定点帮扶。大力实施“万企兴万村”
行动，紧盯“一区一镇十园百村万企”目
标，优化县 （区） 结对关系，推动闽宁协作

由政府主导向发挥市场主体转变、由单向援
助向双向互动转变、由扶贫协作向全面合作
转变。

湖北省提出，加强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沟通衔接，深化 37 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帮扶，坚持省级领导联系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推进省内区域协作和省直单位定点
帮扶。

河南省提出，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精准扶贫企业贷款工作，推动金融机构对有
资金需求的脱贫人口、监测人口应贷尽贷。

提质转型 既“清”面子又“美”里子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中央一号文件聚焦重点任务，对扎实有

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作出
部署。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也是
推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4月7日，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牧丰合作
社，一排排标准化圈舍内，毛色微红、体型
健壮的“平凉红牛”低头食草，养殖户们信
心满满，干劲十足。

“家家户户以牛为业，广做牛生意是我们
当地的传统。”合作社负责人马孝忠骄傲地
说，合作社采取土地流转、订单饲草、吸收
务工等长效机制，每年能带动周边5个乡镇
的26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增收30多万元。

据悉，2022年，甘肃省继续聚焦特色主
导产业做大规模，在牛、羊主产大县开展抓
点示范，带动形成肉牛产业示范片带。持续
抓好平凉红牛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从养殖到
加工营销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县乡村三
级电商和寄递物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现代
农业产业园及农业产业强镇等建设……在陕
西、河北、四川等地，一系列加快乡村产业
发展的部署清晰可见。

广大乡村，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家园。良
好环境，是农民群众的深情期盼。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乡村建设是重要任务。中央一号
文件作出部署，要求“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水清了，环境美了，空气好了。经过这
几年的治理，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大马村党总支书
记于涛说，生活污水全面达标排放后，村
里游客越来越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
态商机”。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
此前表示，当前，中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
艰巨，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突出短板。

今年江苏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继续实施已建设施
排查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42%，纳
入全国采集与监管平台的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率达70%。

就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多地提出具
体要求。例如，北京市提出每年解决300个
左右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问题；河南省提出开
展“十县百镇千村”示范建设，打造10个美
丽乡村示范县、100 个美丽小镇、1000 个

“四美乡村”；海南省提出完成厕所防渗漏改
造5万座以上，整村推进495个村厕所粪污资
源化利用。

从“外在美”向“内在美”提质转型，
乡村振兴不仅要“清”面子，还要“美”里
子。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健全现
代乡村治理体系，让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又和
谐有序。

选了好一会儿，村民陆进女提着一大袋
生活用品，从励志超市走出来。“今天换了洗
衣粉、洗洁精、香皂，用了15分，划算！”

“小积分”汇聚乡村治理“大力量”，这
样的场景在贵州省黎平县肇兴镇堂安村已成
常态。近年来，该村以党建为引领，大力推
行“积分制+励志超市”的基层治理模式，
发动村民积极参与传统村落保护，人居环境
整治成效显著。今年，贵州省计划加快推广
运用积分制、清单制，扩大覆盖面。

对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多地对
照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陕西省拟创建具有陕西特色的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人民法庭”；宁
夏回族自治区加大乡村人民调解员队伍建
设，加强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河
北省计划推进应急管理与乡村治理资源整
合，加快农村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建设。

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归根结底要靠党的领导。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
领导，各地积极响应，努力将党管农村工作
的政治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的强大动力。例如，福建省提出，强化五级
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江西省提出，加强党
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建设，充实工作
力量；黑龙江省提出，深入推进“万企兴万
村”行动，按规定建立乡村振兴表彰激励制
度等。

此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对深化农村
改革作出再部署，强调要加大政策保障和体
制机制创新力度。多地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为着力点，扩大乡村振兴投入、强化乡村振
兴金融服务、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
抓好农村改革重点任务落实，全力打造乡村
振兴样板。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地这样干
刘乐艺 胡若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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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萌动，沃野复
苏。千里平畴之上，一台
台农机奔驰，一垄垄良
种播撒，奏响华夏大地
春耕备耕的“交响乐”。

农为邦本，本固邦
宁。中共中央、国务院
公开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
连续发出的第十九个

“一号文件”。
如何将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落到实处，是各
地“必答题”。

截至目前，围绕中
央一号文件精神，黑龙
江、河南、湖南、四
川、福建、青海、宁夏
等不少省份已发布实施
意见。为确保农业稳产
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农村稳定安宁，多地出
台相应政策，浓墨重彩
绘就乡村振兴好风景。

汽车行驶在渝湘高速重庆市黔江区阿蓬江镇的阿蓬江特大桥上汽车行驶在渝湘高速重庆市黔江区阿蓬江镇的阿蓬江特大桥上。。四通八达的交通四通八达的交通
网网，，有力助推了当地以及武陵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有力助推了当地以及武陵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杨杨 敏敏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44月月99日日，，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城关镇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城关镇，，农民驾驶拖拉机在红薯田覆盖地膜农民驾驶拖拉机在红薯田覆盖地膜。。
康红军康红军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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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聊城市紧紧围绕“强春季田管，夺夏粮丰收，保粮食安全”这一宗旨，提早谋划、主动作为，实施“夺夏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努力推动冬小麦苗情转化，全力以赴抓好粮食生产供给。
图为4月2日，农民在聊城市茌平区博平镇二刘村田间给小麦追肥。 赵玉国摄（人民视觉）

山东省聊城市紧紧围绕山东省聊城市紧紧围绕““强春季田管强春季田管，，夺夏粮丰收夺夏粮丰收，，保粮食安全保粮食安全””这一宗旨这一宗旨，，提早谋划提早谋划、、主动作为主动作为，，实施实施““夺夏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夺夏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努力推动冬小麦苗情转化努力推动冬小麦苗情转化，，全力以赴抓好粮食生产供给全力以赴抓好粮食生产供给。。
图为图为44月月22日日，，农民在农民在聊城市茌平区博平镇二刘村田间给小麦追肥聊城市茌平区博平镇二刘村田间给小麦追肥。。 赵玉国赵玉国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