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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並舉盤活利用農村宅基地

王毅會見泰國副總理兼外長敦：中泰人員往來將更加活躍

確保糧食安全 防止規模性返貧
中國國新辦發布會解讀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中國
風電、光伏年發電量首次突破1萬億千瓦
時，接近全國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
中國國家能源局2月 13日公布消息顯

示，2022年，全國風電、光伏發電新增裝
機突破1.2億千瓦，達到1.25億千瓦。全年
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1.52億千瓦，佔全國
新增發電裝機的76.2%，已成為中國電力新
增裝機的主體。
與此同時，可再生能源在保障能源供應
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2022年中國
風電、光伏發電量突破1萬億千瓦時，達到
1.19萬億千瓦時，較2021年增加2073億千
瓦時，同比增長21%，佔全社會用電量的
13.8%，同比提高2個百分點。2022年，可
再生能源發電量達到2.7萬億千瓦時，佔全
社會用電量的31.6%，較2021年提高1.7個
百分點。

可再生能源折算碳減排量佔全球41%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
長王大鵬說，2022年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
量相當於減少國內二氧化碳排放約22.6億
噸，出口風電光伏產品為其他國家減排二
氧化碳約5.73億噸，合計減排28.3億噸，
約佔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折算碳減排量的
41%。中國已成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參
與者和重要貢獻者。

中國風電光伏年發電量
首超1萬億千瓦時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13日在北京會見泰國副總理兼外長敦。
王毅說，中泰一家親。兩國人民有着深厚情
誼，雙方應像走親戚一樣，常來常往。去年，
習近平主席成功訪問泰國，同泰方就構建更為
穩定、更加繁榮、更可持續的中泰命運共同體
達成重要共識，為兩國關係未來發展明確了前
進方向，開闢了廣闊前景。中方願同泰方攜手
落實好訪問成果，深化戰略溝通，加強戰略合
作，共同維護兩國正當權益，維護地區和平穩
定大局。
王毅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徵和為各國
帶來的新機遇，強調中泰合作不僅促進了中泰各

自發展，也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福祉。中國
近期將泰國作為恢復中國公民出境團隊旅遊首批
試點國家，泰國副總理兼衛生部長親赴機場歡迎

中國遊客，成為中泰友好的真實寫照。隨着中國
加快疫後復甦，全球最大規模市場優勢充分釋
放，內需進一步擴大，中泰人員往來將更加活

躍，務實合作將取得更多成果。

敦：以實際行動踐行泰中一家親
敦表示，中國超大規模人口邁向現代化將創造
人類發展奇跡，並鼓舞和激勵泰國等中小國家加
快自身發展進程。去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
式會議的成功離不開中方的有力支持和密切協
作，也見證了泰中友誼的進一步加深。感謝中方
總是雪中送炭，第一時間回應泰方需要。期待繼
續為泰中關係發展作出貢獻，以實際行動踐行泰
中一家親。
雙方還就烏克蘭危機等交換了意見。王毅強

調，衝突制裁施壓都不是解決辦法，中方將繼續
為勸和促談、政治解決發揮建設性作用。

港澳居民赴台自由行下周恢復 香港248對新人情人節結婚

◆ 1月9日，泰國副總理兼生部長阿努廷在歡
迎儀式迎接中國旅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台灣陸
委會14日召開記者會表示，經綜合評估，將於2月
20日（下周一）上午9時起，恢復港澳居民赴台申
請。
陸委會指，下周一上午9時起將恢復受理港澳居
民網上申請臨時赴台許可，合資格人士即可以網簽
方式赴台。疫情期間實施的港澳居民入境管制措
施，亦將於同日取消。另外，基於港澳居民已可申
請網簽或經「境外人士線上申辦系統」（雲端申請
停留）赴台，去年11月7日專案開放的以團體赴台
觀光措施不再辦理，回歸常態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14日是防
疫措施大幅放寬後迎來的首個情人節。不少
新人選擇在情人節這天登記結婚。根據香港
入境處數字，有248對新人已遞交擬結婚通
知書，打算於是日登記結婚，其中127對新
人選擇在婚姻登記處結婚，121對新人則選
擇由婚姻監禮人主持，創疫情3年以來新
高。
對比過往3年的情人節，2020至2022年受

疫情影響，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未放寬，分
別只有130、49及124對新人登記結婚。

此外，14日早上在香港旺角花墟，不少花
店門前已擺放各式花束作招牌，有市民在現
場挑選。

花店生意升五成
隨着疫情放緩，港人更願意外出慶祝節
日，消費意慾高漲，有花店店主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今年生意比往年升四至五成，加
上今年情人節是工作日，較多人選擇買花送
到辦公室給伴侶。並指受寒冷天氣影響，花
束價格較以往貴。

◆香港不少新人選擇在情人節登記結婚。圖為一
對新人於紅棉路婚姻登記處登記結婚。 中通社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要點
一、抓緊抓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

保供

二、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三、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

四、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五、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

六、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

七、扎實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

八、健全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體系

九、強化政策保障和體制機制創新

資料來源：新華社

2月13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做好
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

意見》（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這是新
世紀以來，中央連續出台的第20個指導三農工
作的一號文件，發出重農強農的強烈信號。

「守底線、促振興、強保障」
對於文件的主要內容，唐仁健表示，文件包
括9個部分33條，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守底
線、促振興、強保障」。
守底線，就是堅決守牢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防止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一是強調抓緊抓好
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加強農業基礎設
施建設，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確保全國
糧食產量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二是強調增強
脫貧地區和脫貧民眾內生發展動力，穩定完善
幫扶政策，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
促振興，就是圍繞鄉村振興總要求，扎實推
進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等重點工
作。一是強調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培育
鄉村新產業新業態。二是強調促進農民就業增
收、農業經營增效，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
權益，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三是瞄準「農
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的目標，扎實推進
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四是強調健全黨組織
領導的鄉村治理體系，提升鄉村治理效能。
強保障，就是加強組織領導。強調強化政策
保障和體制機制創新，加強黨對「三農」工作
的全面領導。
「總的看，今年的文件聚焦狠抓落實，突出

工作部署指導性、政策舉措針對性，既是明確
全年工作重點的『任務清單』，也是指導全面
推進鄉村振興的『操作手冊』。」唐仁健說。

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
中央農辦專職副主任、農業農村部黨組成員
吳宏耀表示，今年一號文件作出了部署安排，
重點抓好四個方面：
一是穩定就業增加一塊。目前，中國超過四
分之三的農民工在省域內就業，超過一半在縣
域內就業，要順應這種趨勢，發展比較優勢明
顯、帶動能力強、就業容量大的縣域富民產
業，帶動農民就近就地就業創業。
二是經營增效提升一塊。將深入開展新型農
業經營主體提升行動，帶動小農戶合作經營，
共同增收。實施農業社會化服務促進行動，通
過提供代耕代種、代管代收、全程託管等社會
化服務，帶動小農戶實現節本增效、提質增
效、營銷增效。
三是財產收入挖潛一塊。將深化農村土地制

度改革，扎實搞好確權，穩步推進賦權，有序
實現活權，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創
造條件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讓農民更多分享
改革紅利。
四是轉移收入拓展一塊。將繼續加大強農惠
農富農政策力度，逐步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
平，穩步增加對農民的補助補貼，築牢社會安
全底網，讓農民群眾腰包越來越鼓，日子越過
越紅火。

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
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黨組成員、國

家鄉村振興局局長劉煥鑫表示，今年的中央一
號文件對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作出了具體部
署，重點是一手抓硬件建設，逐步讓農村基本
具備現代生活條件。一手抓軟件建設，着力塑
造人心和善、和睦安寧的鄉村精神風貌。
劉煥鑫介紹，要把「和」的理念貫穿鄉村建

設始終，滋潤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確
保農村人心向善、穩定安寧。一是整合載體加
強和改進鄉村治理。二是創新抓手加強農村精
神文明建設。從農民需要出發，從農民喜好着
手，增加富有農耕農趣農味、體現和諧和順和
美的鄉村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持續推進農村
移風易俗，通過制定規範、強化村規民約、黨
員幹部帶頭示範等方式，狠剎不良風氣，努力
成風化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2月14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

布會，就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進行介紹解讀。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

任、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表示，文件錨定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目標，聚焦鄉村

振興主題，緊緊圍繞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守牢的底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

題，明確重點任務和政策舉措。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守底線、促振興、強保

障」。其中，守底線就是堅決守牢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防止發生規模性返貧底

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
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4
日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央農村
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農
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在會上表
示，過去的一年，統籌疫情防
控和農業農村發展，有效應對
多重挑戰，穩住了農業基本
盤，夯實了三農壓艙石，為穩
定經濟社會大局提供了基礎支
撐。
一是糧食生產再奪豐收。全
年糧食總產量達到13,731億
斤、增產74億斤，再創歷史
新高，大豆和油料擴種超出預
期。生豬生產保持穩定，全年
肉蛋奶、果菜魚供應量足價
穩。
二是脫貧攻堅成果持續鞏
固。防止返貧監測幫扶機制不
斷優化完善，產業就業幫扶措
施強化落實，返貧致貧風險得
到有效化解，守住了不發生規
模性返貧的底線。
三是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全
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邁上2
萬元（人民幣，下同）大台
階，達到20,133元，實際增長
4.2%，增速分別比國內生產總
值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高1.2和2.3個百分點。
四是鄉村振興重點任務扎實
推進。鄉村產業發展壯大，鄉
村建設行動啟動實施，鄉村治
理效能持續改善，農村改革深
入推進，農村社會保持穩定安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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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號文件13日發布，
全文共分9個部分，其中，拓
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賦予
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中

提到，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穩慎推進農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試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副教授陳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宅基地改革啟動
多年，在「摸清底數」等一些管理方式上比較詳
細，但在「盤活利用」方面相對滯後。

陳明表示，宅基地改革要分情況，部分新增人
口比較多、人地矛盾突出的村莊，重點改革方向
就是制定一套比較明確的規則，多措並舉讓農村
新增人口獲得宅基地。另外一種情況是人口流出
比較多，農村空心化嚴重，這種情況宅基地在盤
活利用方面僅僅靠出租合股經營就不能解決根本
問題。文件提到，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入市試點，探索建立兼顧國家、農村集體經濟組
織和農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調節機制。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宅基地是作為兩種土
地進行管理的，建議把宅基地和集體經營性建設
用地打通入市。」但陳明同時提到，在村莊原來
的位置就地入市，又會產生大量分散的建設，也
不利於未來整個耕地資源的統籌。更好的方式是

在縣域裏對土地指標計劃進行統一的調整和統
籌。

「轉讓」土地通道要暢通
文件還提到，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

益，鼓勵依法自願有償轉讓。「以前的叫法是
『自願有償退出』，現在是『自願有償轉讓』，
這裏面涉及到農民合法土地轉讓給誰的問題。」
陳明表示，以前「退出」後是退給村集體，現在
可以「轉讓」給同一個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就
是本村的人，這個制度的出發點特別好，但實施
過程中的通道要進一步暢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任芳頡

◆ 2月7日，中國旅遊團遊客在泰國曼谷大王
宮景區合影。 資料圖片

◆ 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實施「一縣一
業」強縣富民工程。圖為四川省涼山彝
族自治州布拖縣阿布洛哈村村民陸續搬
進小樓房。 資料圖片

◆村民吳文在展示重慶市首本宅基地使用權和房
屋所有權的不動產權證書。 資料圖片

◆ 2月1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舉行新聞發布
會，介紹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並
答記者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