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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2024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稳住
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具有重要的
意义。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
调，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会议要求，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记者近日在一线调研了解到，各地各部
门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正
着手找准发力点，抓紧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努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工作实效，增强农民群
众的获得感。

冬季人不闲 为全年粮食生
产开好头

在地处华北平原的山东省高密市，一场
冬雨滋润了越冬期的麦苗，绿意绵延在松软
的土地上。

1月17日一早，高密市农业农村局农技
推广研究员冯连富便来到位于大牟家镇的
小麦种植基地，查看土壤墒情和麦苗分蘖情
况，指导合作社做好越冬期的田间管理，规
划好春耕春播。

高密市丰俊粮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共管理5600亩地，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去年
通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采取单粒
精播、密植高产、水肥一体化、一喷多促等技
术，大豆和玉米获山东省秋收粮油作物高产。

“今年我们首先要做好小麦单产提升，抓住
返青期‘关键窗口’做好田间管理，防好‘倒春寒
’、春旱和病虫，培育好苗壮苗，争取夏粮丰收。”
合作社负责人刘风俊说。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去年底召开
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推动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探索建立
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优先
把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
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围绕这些关键点，各地加快采取措施，
落实落细各项部署。

冬日清晨，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
一处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挖掘机、推土机
等大型机械往来穿梭。“趁着冬闲我们抓紧
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灌溉和排水、田间道
路条件，把粮食生产的基础打得更牢。”黑龙
江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副处长丁
宏权说。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资源环境约束
趋紧、外部环境复杂，对于我国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提出了更高要求。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2024年
必须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粮
食产量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扎实推进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坚持树立大
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持续提升大豆油料产能和自给率，健全
产能调控机制，稳定畜牧渔业生产，更高水

平保障有效供给。

发展“土特产”努力让农民
腰包鼓起来

春节临近，在宁夏盐池县瑞牧农产品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加工车间，经过 24小时排
酸后的羊肉，被分割成肋排、腿肉等品类，进
入精加工流水线后打包装箱，借助冷链物流
批量发往全国各地。

“最近滩羊价格达到峰值，近一个月的销
量是淡季的五六倍。”公司副总经理牛瑞翔
说，2023年公司销售额达到1.1亿元，带动脱
贫村5000多户养殖户增收。

“土特产”发展的提档升级，日益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夯实基础。

地处西海固的盐池县是“中国滩羊之
乡”，也是宁夏第一个脱贫摘帽的县区。当
地加快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滩羊养
殖收入占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以上。

“现在种公羊和饲草料是统一提供，从
源头确保了品质，还有专门的购销企业高于
市场价收购，保障了养殖户收益。最近市场
行情好，大家今年想再多养些羊。”花马池镇
皖记沟村党支部书记白云江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
业发展好，乡村才能聚人气，才能让农民腰
包鼓起来。

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加快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
牌……新年伊始，各地年货市场品种丰富，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地加快推动乡村产业
全链条升级，为推动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冬季的“春城”，在云南省昆明市嵩明
县，花农们早早就在大棚里培育、养护年
宵花。一个个现代化的温室大棚里，大花
蕙兰、蝴蝶兰等花卉吐露芬芳。

嵩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党总支书
记吴林忠介绍，当地引进花卉企业，组织农
民培训班、开展技术指导，2023年底花卉从
业人员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3万元。

“去年10月至今，大花蕙兰销售量突破
6万盆；出口越南的数量、金额同比增长均
超过 30%。”嵩明博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永明介绍，他们为企业提供选地、建
棚、种苗、技术、销售等指导，推动产业抱团
发展。

“我们正加快兰花资源库建设。”李永明
说，当地种植大花蕙兰优势明显，但受种苗资
源限制，产业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他们将
加快品种选育，让新品种早日惠及更多花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产业兴
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精准务实培育乡村
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
进行动。

据了解，2024年农业农村部门将分类抓
好乡村产业发展。粮油等大宗农产品要着
力补上精深加工、综合利用等短板，乡村特色
产业要做到生产上适度规模、组织上适度竞
争，脱贫地区帮扶产业要结合实际推进“巩
固、升级、盘活、调整”，健全乡村产业联农带

农益农机制。

抓好一批实事 推动乡村生
活更幸福

冬季的河套平原，瑞雪如画。梨花园、
人工湖、迷你牧场……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
淖尔市临河区干召庙镇民主村，路旁、房前
屋后栽种着树木，一个个景点各具特色。

“我们村树比较多，等到了夏天，就是绿
树丛中找房屋了。”村民张娟笑着说。

几十年来，为了摆脱风沙困扰，当地持续
植树造林，推动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近些年
来，村里支持村民发展果树种植，增收的同时，
优美环境吸引了大量游客，乡村旅游、文化展
演活动欣欣向荣。

“全体村民拧成一股绳，我们村先后获
得‘全国文明村镇’‘中国最美乡村示范村’
称号，今后我们要继续保护好‘绿水青山’，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民主村党支部书记张
三明说。

一件件民生“小事”，也是乡村振兴的
“大事”。

留住乡风乡韵乡愁，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
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完善
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等务实
管用的治理方式……今年以来，各地稳步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
文明生活。

走进江西省吉水县乌江镇枫坪村鱼梁
自然村，街道干净整洁。春节前夕，枫坪村
党支部书记赵令勇正召集村民代表和志愿
者，商讨矛盾纠纷调解、安全隐患排查。

“春节马上到了，人流、车流、物流量大
幅增加，我们组建了 7支队伍，建立了专班
上门入户，帮助大家排忧解难。”赵令勇说。

在鱼梁村的无忧治理工作站，设有接待
咨询服务台、矛盾纠纷调解室、法治大讲堂、
心理咨询室等。近年来，乌江镇创新推行

“党建＋”工作模式，发挥主管部门、党员、干
部、志愿者等力量，入驻各村，打造一站式矛
盾纠纷化解服务综合平台，服务功能已从乡
村治理延伸至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优
化营商环境等领域。

一个个村庄的生动实践，是我国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缩影。

“2024年‘三农’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
进，其中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问需于民，狠
抓工作落实，久久为功。”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
司司长陈邦勋说。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协调推进乡村建
设行动，牵头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推动改善农村水电路气房讯等设施条件，提
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质量，循序渐
进推进农村改厕，协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
圾治理，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创建示范。

“我们将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从农民想干、愿意干、
能参与的事做起，把好事办好、办稳妥，增
强农民的获得感。”陈邦勋说。

新华社北京电

找准推进乡村振兴发力点
——2024年开年经济一线观察之七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胡璐 叶婧 邹欣媛 杨静 陈春园 孙晓宇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彰显了我
们党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我们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更好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贯通古今，新的文化
使命是时代的深切呼唤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
要力量。

提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是习近平总书记从赓续中华文明的
高度、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全
局角度作出的庄严宣告，彰显了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沉的历史责
任感、坚定的使命感和厚重的人
民情怀。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时
指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
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
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
办好。”

在五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一代代中华儿女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
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灿烂
文明。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
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
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唯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赓
续历史文脉，推动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才能谱写出新时
代新征程的文化华章。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
一朵……”辽宁锦州东湖文化广场
上，歌声飞扬。

2022 年 8 月，正在辽宁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
食粮，是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新期待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紧紧锚定让
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
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目标，满
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开阔人民的
精神空间、增进人民的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才会成色更足、底
色更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创造性地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
信”，称其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关键时期。唯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与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
时代融会贯通、生机勃勃，复兴伟业
才会有绵绵不绝的精神动力。

与时俱进，新的文化
使命指明中华文化的前进
方向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
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
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
命题。

2023 年 6 月，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文化建设
方面的“十四个强调”，提出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为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指明
方向。

新的文化使命，激荡文化繁荣
发展的万千气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
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
荣为条件。”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新时
代文化事业生机盎然，全民族创新
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新的文化使命，要求我们继续
深入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日益走进人民群众心中，推
动我国文化建设呈现蓬勃发展、更
加繁荣的生动景象。

新的文化使命，汇聚建设文化
强国的磅礴力量——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新时代伟大征程，正是因为有

了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我们才拥
有了坚守正道的定力、砥砺前行的
动力、变革创新的活力。

新的文化使命，启示我们要站
在文化的轴线上，把握历史、现实与
未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牢牢守护中华民
族的精神命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文化自信引领
文化强国建设，为伟大复兴中国梦
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
精神推动力。

新的文化使命，呼唤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担当——

河南安阳殷墟，洹河蜿蜒。

2022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这里考察时指出：“这次来是想更
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
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提供借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
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
道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新的文化使命，启迪我们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
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
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展示
出来，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
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
慧的优秀文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与古为新，新的文化
使命需要新的历史担当

就在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深情地说：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
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
国家版本馆的文脉赓续……泱泱中
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
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踏上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更加需要我们深刻把握
文化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展
现积极的历史担当。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
坚守自信自立的精神品格——

202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看过以
后民族自豪感倍增，五千年中华文
明啊，而且更期待着更长的中华文
明的发现发掘。”总书记说。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
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强大精神支撑。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
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
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
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不断增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
秉持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

2023 年 9 月 23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宴会，欢
迎来华出席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
式的国际贵宾。中国《采茶舞曲》、
叙利亚《梦中之花》、尼泊尔《丝绸飘
舞》等乐曲奏响，汇聚成不同文明美
美与共的交响。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
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我们要以
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
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
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
坚持守正创新的正气锐气——

“崇龙尚玉”红山遗址、“文明圣
地”良 渚 遗 址 ……2023 年 5 月 ，

“何以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成果数字艺术大展”上线。古老的
文明图景焕发出新的活力。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
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
领时代。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坚
持守正创新，在继承中转化，在学
习中超越，才能推动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不
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
导，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
心、以文铸魂，我们一定能够更好
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文化
的繁荣兴盛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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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李建强不慎将天津英业通市容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朔州分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40602MA0L0YXE3J）的财章丢失，
现声明作废。

母亲赵丽平不慎将孩子周治的
《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L140512411，现声明作废。

（上接第1版）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进一步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资
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
点，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开展民
主监督，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作出应有
贡献。要以团结凝聚力量，以奋斗共襄伟
业。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充分发挥政协统
一战线组织功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
环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
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做好政策阐释、解疑释

惑、引导预期、提振信心等工作，积极促进政
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
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形成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聚智聚力办好山西
的事情。

凝心聚力开新局，团结奋斗铸辉煌。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全省政协
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周围，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同心同
德、群策群力、狠抓落实，推进政协事业高
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