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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12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新西兰总督基罗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新西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中
新建交 50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创造了诸
多“第一”。中新各领域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
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我高度重视中新关
系发展，愿同基罗总督一道努力，总结历史经验，加强
战略沟通，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迈进，
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基罗表示，新中关系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
一。新中建交 5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新

方珍视两国间悠久的交往历史，期待继续推进两国合
作，造福两国人民和全世界。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互致
贺电。李克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展，愿同
新方共同努力，以建交 50周年为新起点，加强沟通，增
进互信，拓展交流，推进合作，推动中新关系取得新的
更大发展。

阿德恩表示，新西兰将中国视为地区繁荣和稳定的
关键部分。值此两国建交 50周年之际，新西兰期待加强
同中国的联系，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推进双方
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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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
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
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对我们这样一
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三农’
向好，全局主动。”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
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引领推
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发展，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不懈奋斗，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新征程，遵循习近平总书记
指明的奋进方向，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
业强国加快转变，广袤乡村展现欣欣向
荣新气象，亿万农民满怀信心耕耘在希
望的田野上。

推动农业高质高效：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
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冬日时节，北方的冬小麦正在越
冬，而南海之滨耕耘正当时，海南三亚
迎来忙碌的南繁育种季。

在崖州区的中国农业大学作物育种
海南基地，科研人员正播种玉米育种材
料、观察玉米植株长势。10多年来，这
里诞生的一个个良种在全国大面积推
广。10公里外，一座种业科创新城正在
崛起。

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崖州湾
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只有用自
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
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这一幕让广大科研工作者倍感振
奋，让亿万农民深深感到习近平总书记
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国家安全发展大局和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
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要求。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
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
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粮食安全在总书记心中是个“永恒
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的饭
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完善支持粮食生产的保障机
制，调动主产区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健全粮食安全
责任制。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731 亿斤，比上年增加 74 亿斤，粮食产量连续 8 年稳
定在1.3万亿斤以上。

事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的粮食生产连过数关，先后
经历北方罕见秋汛造成全国三分之一冬小麦晚播、夏季
长江流域极端高温干旱、农资涨价、局地新冠肺炎疫情
等多重挑战。粮食再夺丰收，充分证明党中央决策部署
有力有效。各地持续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抗
灾增产科技应用推广，全社会形成重农抓粮氛围，共同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粮食产能夯得更实。我国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
今年底将累计建成10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
农田，启动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种业振兴行动开
局良好。农作物自主培育品种面积占比95%以上，实现

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树立大食
物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增加
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
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
创建、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优胜劣
汰、质量兴农。

餐桌的变化，从一个柑橘可以
看出。冬日时节，柑橘给人们带来
美味和健康。以前我国柑橘只在9月
至次年1月上市，如今四季均有鲜果
上市，而且包括柑、橘、橙、柚、
金柑、柠檬等多种类型。品种更新
换代、完熟采收、留树保鲜、覆膜
晚采、采后保鲜技术及分选包装等
技术，都是品质提升的“密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产品
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大豆油料种植
面积稳中有进，优质食味稻、强筋
弱筋小麦等优质专用农产品日益丰
富。菜果茶、猪肉、羊肉、禽蛋、
水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
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
业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
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
向转向提质导向。

10 年来，我国推动农业发展由
数量增长为主向数量质量并重转
变、由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向创新驱
动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转变。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
现代化。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 化 率 从 2012 年 的 57.2% 提 高 到
2021 年的 7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从 54.5%提高到 61%以上。三大主
粮基本实现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取
得长足发展，智慧农业快速起步，
农村电商异军突起。

农 业 资 源 保 护 和 利 用 持 续 加
强。各地坚持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
资源观，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对山
水林田湖草实施更严格的保护，加
快地下水漏斗区、土壤重金属污染
区等治理，全面实施长江十年禁
渔，重点流域水生生物保护水平不
断提高。

——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动农村承包

地“三权分置”，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为现代
农业发展筑牢根基。

土地，民之本。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

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大推进新形势
下农村改革力度，加强城乡统筹，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
乐业。”

截至 2020年底，我国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涉及2亿多农户。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保持土地承
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给农民吃上了“定心丸”。2021年土地经营权流转面
积5.57亿亩，有效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为主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各
类社会化服务组织总数达到 104.1 万个，有力带动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美
好蓝图，在广袤乡村不断铺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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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
必振兴。”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
‘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仍然在农村。”

这是大党大国的深长思考，也是洞察大势的深远
谋划。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
开党的二十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
伟蓝图。

虎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冒雪来到山西省临汾
市，进山村、访农户，总书记强调“要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衔接好，使农村生活奔向现代化，越走越有奔
头”；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总书记沿村道边走边
看，叮嘱干部群众“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四川省
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总书记调研时指出，“要把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团结带领乡亲们脱贫之后接续推进乡
村振兴”；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国内考察来到
陕西延安，看看老乡们脱贫后生活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
乡村振兴怎么搞……

暖心话语，映照初心。广袤的田野上，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呈现新图景。

山东省龙口市北马镇南仲家村麦田里，种粮大户仲崇

飞说：“今年村里粮食大丰收，科技上加把劲，争取来年再
夺个好收成。”

四川省青神县高台镇百家池村，房屋灰瓦红檐，院子
里种花种草，扮靓乡村生活。“村庄好似大公园，巴适！”村
民黄永全乐呵呵地说。

一个个生动故事，汇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壮阔答
卷。今年，全国粮食再获丰收，总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万
亿斤以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面貌明显改善，农
民享有更多实惠，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面对风高
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三农”工作的厚重发展成果，为有效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
赢得了主动权。

农业更加高质高效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念兹在兹。
今年4月10日，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走进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谈起种子话题语重心长：“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
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今年 6 月 8 日，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走进太和镇永丰
村稻田深处，放眼广袤田野，思虑深远：“推进农业现代化，
既要靠我们中国的农业专家，也要靠我们中国的农民，我
们有信心、有底气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

一粒种，一株苗，浓缩着“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
重大战略性问题”的考量，饱含着“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牵挂。

谆谆嘱托化为“季季接续、茬茬压紧”的坚决行动。农
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战旱涝、促
弱苗、防虫害，政策及时跟进，一系列硬措施精准到位，今
年粮食再获丰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加快
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大国粮仓根基稳固。
“总书记说，我们村的名字寓意很好，‘永丰永丰，永远

丰收！’我们种地是越干越起劲。”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太
和镇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说起来难掩兴奋，6 月 8 日上
午，习近平总书记来村里考察，对他们坚持粮食种植助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做法表示肯定。

“我们克服极端高温、疫情等不利影响，今年粮食总产
量超过 4000吨，创下新纪录！”李雪平干劲十足地说，现在
村里实行了田长制，减肥减药，良种良机，新技术一个接一
个，“我们有信心让永丰村越来越好，永远丰收！”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抗灾夺丰收，总产量达到 13730.6
亿斤，比上年增长 0.5%。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来之不
易，稳固大国粮仓根基。藏粮于技，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超过61%，10年提高7个百分点，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超过72%，10年提高15个百分点。藏粮于地，到
今年底全国将累计建成10亿亩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保

障粮食产能1万亿斤以上。
——生产向绿，品质向好，“菜篮子”“果盘子”更加优

质丰富。
“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你们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方

向。”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
桥镇南沟村果园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时时回荡在果农们
耳畔。

“总书记的话，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南沟村
果农刘润喜说，豆菜轮茬，物理防虫，标准化种植，今年他
家17亩果园挣了20多万元。正是靠着好品质，“延安苹果”
注册仅4年，就跃居中国苹果区域品牌价值榜第二位。

一个苹果，藏着农业现代化的密码。我国持续推动农
产品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全国化
肥农药施用量连续 6年负增长，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累计
达6.2万个，越来越多的绿色优质农产品摆上百姓餐桌。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现代高效农业动能澎湃。
安徽省涡阳县正宇面粉有限公司制粉车间里，一粒粒

小麦正在“变身升级”。“小麦加工成6种基础面粉，经过配
粉制成馒头、面条、水饺等专用粉，加工成挂面、刀削面以
及蔬菜面、胡萝卜面等特色面条，销往全国各地，身价涨了
好几倍，今年能带动农民增收8600万元。”公司办公室主任
曹鑫介绍。

全环节升级、全价值提升、全产业融合，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步履铿锵。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0.6%，全产业
链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达 112 个、超 10 亿元的镇达
174个、超1亿元的村达249个。

一季接一季，一茬压一茬，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迈上新征程，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把饭碗牢牢地端在
自己手中，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农村更加宜居宜业

7 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吐鲁番市调研期间，
到高昌区亚尔镇新城片区新城西门村考察了农产品加工企
业。乡村振兴如火如荼，产业振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对
于祖祖辈辈靠种植葡萄为生的村民们来说，企业入驻村
子，不仅解决了家门口就业，也破解了销路难题。总书记
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
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总书记为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城西门村第一书
记茹苏力·买买提说，“如今村里修了宽阔的马路、崭新的
文化广场，不少村民建起门面房，做起了生意，下一步我们
要带动更多村民，一起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乡村发展是历史命题，也是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各地区各部门加大乡村建设力度，农村基础设施提档
升级，基本公共服务提标扩面，一个个乡村成了广大农民
乐享现代生活的幸福家园。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乡村美丽蝶变。
漫步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河口街道坨子村，“和睦邻

里”等 12个特色主题庭院一院一韵，弱电线路整治消除
了影响村容村貌的“蜘蛛网”，村庄更加亮堂。“环境好
多了，住着心情都舒畅！”坨子村党支部书记崔如山感
叹。河口区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不断刷新乡村

“颜值”。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全国95%以上的村庄开展

了清洁行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0%。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各地立足实际打造了5万多个美丽宜居
典型示范村庄。今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压茬
推进，各地加快推动村庄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迈进。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延伸覆盖，农村民生事业取
得新进展。

“门口道路升级成了 6.5 米宽的沥青路，标识清楚，
路灯敞亮，交通方便了，周末来采摘胡柚的游客多了起
来。”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桐坑村果农马国平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区里改造提升农村公路 15.8 公里，道路通畅促
进百业兴旺。 （下转第三版）

乡村振兴这一年
本报记者 顾仲阳 常 钦

冬至节气来临，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冬管、冬种、冬收等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图为在湖南省永
州市蓝山县六七甲村，芋农管护覆膜的香芋。 彭 华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