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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5
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会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
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

今年以来，农业生产
保持稳中有进，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拓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2022年是党
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十四五”时期的关键之年，
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具有特殊重
要意义。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真正见效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保证粮食安全，大
家都有责任，党政同责要真正见效”，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指出。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问题不仅要算
“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不仅要顾当前，还
要看长远。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喜获丰收，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为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
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粮食需求刚性
增长，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粮食增面积、提
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蔓延，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保障粮食供应链
稳定难度加大。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牢牢守住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会
议指出，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稳定粮食面积，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
确保2022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
题。近日发布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规划》中，明确将“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
保障水平”作为重点任务之一。

“抓粮食生产的发条要拧得紧而又紧，工
作要落得实而又实。”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

部部长唐仁健说，明年必须把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挖掘增产潜
力，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叶兴庆表示，抓好粮食生产对于明年稳定经济
社会发展大盘和应对风险挑战具有重要作用。
保障好粮食安全，就要落实责任，切实抓好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并强化考核，主产区、主销区、产
销平衡区要共同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同时，要加快构建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
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在品种方面，要推动小
麦、水稻等稳量提质；要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
提升自给率。

近年来，我国“菜篮子”产品总体实现了稳
产保供，但也存在一些时候一些地区菜价、肉价
波动较大的问题。对此会议强调，强化“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稳定生猪生产，确保畜禽水产和蔬
菜有效供给。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

“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亿亩耕地必
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

耕地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近年来，一些地方耕地面积减少，还有的地
方出现良田不种粮食，建养殖场或种花卉果木。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必须不
折不扣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18亿亩耕
地是不能逾越的红线。同时，农田就是农田，不
能挪作它用；农田须是良田，不能以次充好。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落实好耕地保护

建设硬措施，严格耕地保护责任，加强耕地用途
管制，建设1亿亩高标准农田。

“必须强化底线思维，坚持并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保
障好粮食安全最根本的生产能力。”中国人民大
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说。

他表示，各地要严格按照中央相关要求，优
化调整农村用地布局，对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
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既要管住“非农化”，也要管
住“非粮化”。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一些地
方耕地占补平衡要求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将进
一步出台一揽子措施，强化执法监督。通过每半
年一轮次遥感监测发现问题线索，对非法实质
性占用耕地毫不手软，依法严肃查处。

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
生活更上一层楼。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
有机衔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
巩固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好脱
贫攻坚成果，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
支持力度，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机制，加强
产业和就业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从2012年底拉开新时代脱贫攻坚序幕，到
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党中央决定，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
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

唐仁健指出，下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要聚焦重点群体，不断
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机制；聚焦重点区域，强
化倾斜支持政策落实；聚
焦重点工作，加大产业就
业帮扶力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说：

“发展产业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也是乡村
振兴的关键之举，要坚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优化乡村产业布局，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增加有效供给，提升农业、繁荣农
村、富裕农民。”

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奋力开创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讨论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意见（讨论稿）》。会议对大力发展县域富
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等任务进行了部署。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表示，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也是必
然要求。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

“农村具备基本现代生活条件，才能留得住
人才。”他说，要做好规划，在注重保护好乡村风
貌和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快补齐供水、交通、用
能、如厕等短板。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基层党组
织必须坚强，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会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发挥农
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创新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妥善解决农村矛盾纠纷，
维护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与会人士表示，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
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稳住农业基本盘 做好“三农”工作
——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看2022年“三农”重点任务

新华社记者

(上接1版) 目前，该林场已筹资投
资 1000 多万元，景区道路修（扩）建
23.6 公里、硬化道路 7.6 公里，建设
森林公园牌楼 1 个，2.2 公里标准游
步道。2个森林康养服务中心正在建

设中，林相改造、生态修复等成效明
显。该林场生态良好、景观优美、资
源丰富，正逐步成为洞口县生态后
花园和湖南省森林旅游胜地。

(上接2版)
近5年来，在肖冬红的带领下，公司对有土地、有劳

力的 546 个农户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提供农资、统一培
管指导、统一采摘标准、统一收购价格。公司每年收购鲜
叶 1900 多吨，每年支付给山区茶农的原料收购资金

1300多万元。
2017年底，该公司与古楼乡、大屋乡当时的443户贫

困户签订了委托帮扶协议书，5年时间贫困户保底分红
达100.8万元，人均增收2672元。目前，古楼老百姓已新
办接待游客的民宿、茶庄26家，年增收600万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