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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 发布。文件锚定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目标，聚焦乡村振兴主题，提出守底线、促
振兴、强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举措。“这既是明确全
年工作重点的‘任务清单’，也是指导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操作手册’。”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
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建设农业强国，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去年疫情灾情交织叠加，中国粮食生产再夺

丰收，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但国内人
口基数庞大、消费不断升级，粮食需求仍在刚性
增长，全球农产品贸易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也明显
增强，“端牢饭碗的压力越来越大。”唐仁健说，
下一步必须多措并举、综合发力，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

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增产是重点目
标。面积要稳住，推动南方省份发展多熟制粮食
生产，实施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加力扩种大
豆油料。产能要提升，抓紧启动实施新一轮千亿
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努力推动粮食产能早日迈
上新台阶。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重要举措。一方面，
严格耕地用途管控，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
完成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的年度任务，
15.4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要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另一方面，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实
施种业振兴行动，聚焦提高单产，逐个品种拿出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集成组装的综合
性解决方案，向科技要产量、要产能。

唐仁健说，在政策重点上，还要健全种粮农
民收益保障机制，增加产粮大县的奖励资金规
模，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保供增收是“三农”工作永恒的主题。2022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 2 万元，但中央
农办专职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吴宏耀同
时指出，当前农民收入增速有所放缓，增收动能
有所减弱。如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一号文件要求重点抓好稳定就业、经营增
效、财产收入挖潜、转移收入拓展 4 个方面。看
稳定就业，2022 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
41.96%，是农民增收贡献的大头。根据调查，超
过 3/4 的农民工在省域内就业，超过一半在县域
内就业，“要顺应这种趋势，发展比较优势明显、
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带动
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创业。”吴宏耀说。

看经营增效，家庭经营净收入占农民收入的
34.63%，其中六成多来自农业经营收入。将深入
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带动小农户合作
经营，共同增收。此外，财产收入还有很大潜力和空
间可以挖掘，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

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转移净收入占农民收入的
20.88%，是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
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继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力度，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还介绍，经过各
方面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拓展，
没有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脱贫劳动力就业形势
保持稳定，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收入较快增长。
2022 年，脱贫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111 元，增长 7.5%，比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高1.2个百分点。

做好“土特产”文章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土特产”
文章怎么做？

唐仁健介绍，未来要在产业融合上下功夫。纵
向上，贯通产加销，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培
育发展预制菜产业，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
准化和规范化水平，促进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
值，推动农村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

横向上，融合农文旅，加快发展面向城乡居
民消费需求的现代乡村服务业，鼓励发展乡村餐
饮购物、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养老托幼、信

息中介等生活服务，推动农村由卖产品向同时卖
服务转变。

在优化布局方面，将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
业，以各类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完善县乡村产
业空间布局，科学布局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环
节。着力提升县域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功能，增强
重点镇集聚功能，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
沉、向园区集中，打造城乡联动的产业集群。

唐仁健强调，要引导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在带
动农户、服务农户中发展壮大自己，完善联农带农
利益联结机制，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会上还提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需要真刀真枪地干、真金白银地投，
要形成政策合力和工作合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重点从投入、人才、体制机制保障等方面进行了
部署。

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了“操作手册”
本报记者 李 婕

为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准确识
别、评估信用风险，真实反映资产
质量，中国银保监会会同中国人民
银行联合制定的 《商业银行金融资
产风险分类办法》（以下简称 《办
法》） 于2月11日正式发布，自7月
1日起施行。

信用风险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
最主要风险，完善的风险分类制度
是有效防控信用风险的前提和基
础。据介绍，1998 年，人民银行出
台《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提出
五级分类概念。2007 年，原银监会
发布《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以下简
称《指引》），进一步明确了五级分
类监管要求。近年来，我国商业银
行资产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风险分

类实践面临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此次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借鉴国际
国内良好标准，并结合我国银行业
现状及监管实践，制定该办法，有
利于银行业有效防范化解信用风
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办法》 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是提出金融资产风险分类要求。
明确金融资产五级分类定义，设定
零售资产和非零售资产的分类标
准，对债务逾期、资产减值、逃废
债务等特定情形，以及分类上调、
企业并购、资管及证券化产品涉及
的资产分类等问题提出具体要求。
二是提出重组资产的风险分类要
求。细化重组资产定义、认定标准
以及退出标准，明确不同情形下的

重组资产分类要求，设定重组资产
观察期。三是加强银行风险分类管
理。要求商业银行健全风险分类治
理架构，制定风险分类管理制度，
明确分类方法、流程和频率，开发
完善信息系统，加强监测分析、信
息披露和文档管理。四是明确监督
管理要求。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风
险分类管理开展监督检查和评估，
对违反要求的银行采取监管措施和
行政处罚。

逾期天数和信用减值是资产质
量恶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针对现行

《指引》对逾期天数与分类等级关系
的规定不够清晰的情况，《办法》规
定，金融资产逾期后应至少归为关
注类，逾期超过 90 天、270 天应至

少归为次级类、可疑类，逾期超过
360天应归为损失类。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办法》拓展了风险分类的资产
范围，提出了新的风险分类定义，
强调以债务人履约能力为中心的分
类理念，进一步明确了风险分类的
客观指标与要求。同时，《办法》对
不良资产认定标准的设置更加科学
合理，在充分考虑不同条款影响和
不同类型机构差异的基础上进行了
修改完善，更有利于商业银行真
实、准确反映资产质量情况，实现
信用风险有效防控。

《办法》合理设置了过渡期，给
予相关银行充裕的时间做好实施准
备。对于商业银行自2023年7月1日
起发生的业务，应按照 《办法》 要
求进行分类；对于2023年7月1日前
发生的业务，商业银行应制订重新
分类计划，于2025年12月31日前按
季度有计划、分步骤对所有存量业
务全部按照《办法》要求重新分类。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出炉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徐佩玉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聚焦“产业强城”建设，从项目建设、金
融扶持、减税降费等方面入手，畅通渠道、整合资源、破解难题，切
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促进泵业企业做大做强。图为 2月 13日，工人在
闽侯县的毅飞泵业 （福州） 有限公司生产线上作业。

郑凯瑜摄 （人民视觉）

江苏省张家港市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将智能温控、无土栽
培、智能配肥、自动
灌溉、紫外线杀菌等
技术引入农业生产，
发展智慧农业、生态
农业、观光农业，带
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该园智慧农业玻
璃温室内，员工在进
行管护作业。

施柏荣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河北省
邢台市南和区依托农
业资源优势，打造集
观光旅游、科普教育、
农事体验于一体的

“农旅融合”生态观光
综合体，促进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图
为 2 月 12 日，游客在
南和区贾宋镇一家农
业综合体观光。

张 驰摄
（新华社发）

早春时节，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
州市长洲区长洲岛
的蔬菜基地里，菜
农抢抓农时，开展
蔬菜管护作业，田
间地头一派忙碌景
象。近年来，梧州
市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
蔬菜产业，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

何华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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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
者赵文君）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
计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我国市
场主体达 1.7 亿户，其中全国登记
在册个体工商户达 1.14 亿户，约占
市场主体总量 2/3、带动近 3 亿人
就业。

个体工商户数量多、活力足，
是稳增长稳就业的底气所在，也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韧性所在。《促进

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去年11月施
行，完善了促进发展及保护权益的
制度措施，从登记注册、经营场所
供给以及资金、财税、金融、社
保、创业就业、社区便民、知识产
权保护等多方面，对个体工商户发
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持。条例实施首
月，全国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204.03
万户，环比增长 14.9%，有效激发
了个体工商户创业创新活力。

全国市场主体达 1.7 亿户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依托当地资源优势与产业基础，通
过抓好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拓展稀土行业产业链，大力发展稀土深
加工产业。图为 2月 13日，工人在金力永磁 （包头） 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里忙碌。 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廖
睿灵）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2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
数量达到 520 万台左右，同比增长
近 100%。其中，公共充电基础设
施增长约 65 万台，累计数量达到
180 万台左右；私人充电基础设施
增长约 190 万台，累计数量超过
340万台。

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梁昌新
介绍，充电基础设施是促进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促进
我国交通领域清洁低碳转型具有重
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充电基础设
施快速发展，已建成世界上数量最
多、分布最广的充电基础设施网

络。国内充电市场呈现出多元化发
展态势，目前各类充电桩运营企业
已超过3000家，其中公共桩保有量
超过 1 万台的企业有 17 家，头部企
业聚集效应明显。电动汽车充电量
持续保持较快增长，2022年全年充
电量超过 40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达到85%以上。

他表示，行业的技术与标准体
系正逐步成熟。国家能源局组建能
源行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建立了具有中国自主知
识产权的充电基础设施标准体系，
累计发布国家标准 31 项、行业标准
26 项，中国直流充电标准与欧、美、
日并列世界四大充电标准方案。

据新华社天津2月14日电（记
者郭方达） 记者从天津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了解到，14日天津集中签约
36 个制造业项目，总投资达 668 亿
元，其中投资 50 亿元以上项目 4
个，项目平均投资近20亿元。

据天津市工信局局长尹继辉介
绍，2023年开年以来，已有总投资
805亿元的160个招商项目即将落户
天津。本次集中签约的项目，高度
契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
包括总投资195亿元的5个新能源项
目，总投资174亿元的9个新一代信

息技术项目，总投资 83 亿元的 6 个
高端装备项目等。“新动能项目占比
超过八成，为天津市产业结构迈向
高端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天津
市工信局与国开行、工商银行等20家
金融机构展开合作，2023年向制造业
企业授信 6860 亿元。签约现场签署
14项产融合作协议，授信5000亿元。

尹继辉表示，希望通过坚持不
懈抓项目、增投资，兴产业、强实
体，为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王
俊岭） 记者14日从国家开发银行获
悉，1 月份，国开行发放中长期贷款
超过2100亿元，重点投向基础设施、
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乡村
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绿色产业等重
点领域，助力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据介绍，当前各地积极推进基

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资金需求较
大。国开行立足职能定位，聚焦国
家战略规划和重大项目，积极提供
中长期信贷支持，推动重大项目尽
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今年 1 月份，
国开行发放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
1378 亿元，占比超过 65%，有力服
务稳投资扩内需。

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约520万台
同比增长近100%

天津集中签约36个制造业项目
总投资668亿元

天津集中签约36个制造业项目
总投资668亿元

1月份

国开行发放中长期贷款超21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