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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与千亿斤粮食产能

唐仁健在2月14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明确
指出，“建设农业强国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
脉相承的，目标一致、过程统一。当前要把重
点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做好政策体系和
工作体系的衔接，重心不变，主题不换，频道
不调，保持工作连续性。”

农业强国的首要任务是要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中央一号文件开篇即写明，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
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
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

2022 年，面对多重困难挑战，产量达到
13731亿斤、增产74亿斤，创历史新高。在此
背景下，我国再次提出了产能提升。

唐仁健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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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豆
玉米单产现在比较低，开展吨粮田创建，确保
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同时加力扩种
大豆油料，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支持东北、黄淮海地区开展粮豆轮作，稳步开
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

继2021年、2022年之后，记者注意到，今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了“1.3万亿斤粮食
产量”的目标，要求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这也是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同时提出的要求。

唐仁健表示，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已明
确，要抓紧启动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行动，集中必要资源力量和手段，努力推动
粮食产能早日迈上新台阶。“通常我们是一千亿
斤一个台阶，就意味着到1.4 万亿斤以上。另
外，还要树立大食物观，分领域制定方案，加
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丰富食物品种来
源。”唐仁健解释称。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透露，在
目标上重点是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增
产。在措施上重点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
物质基础。在政策上重点是健全农民种粮挣钱
得利、地方抓粮担责尽义的机制保障。

扶志扶智和内生动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前提，2023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除了“粮食
安全”，“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依然是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的底线任务之一。

截至 2022年 11月底，65.7%的监测对象
已消除了返贫风险，其余也都落实了帮扶措
施，没有发生整村整乡返贫的现象，脱贫劳动
力务工就业规模比上年增加了133万人，达到
3278万人。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3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到两个关键词：扶志扶智和内生发展动
力。

如何帮助脱贫群众生活再上一层楼？唐仁
健介绍，用好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帮助脱贫地区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
产业发展短板。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实施防
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确保脱贫劳动力就业规
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

具体而言，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
展庭院经济。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消费帮扶，
持续推进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和产地示范区创
建，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

这两年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也出台了
“雨露计划+”、东西部劳务协作等一些举措来
帮助脱贫群众、地区增强内生动力，尤其很多
社会力量也从最初参与帮助群众脱贫到现在继
续帮助防止返贫，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要使
脱贫成果更加巩固、脱贫家庭不返贫，不能完
全靠临时性政策的支持，而是要增强自我发展
能力，脱贫才能持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
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根据文件要求，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振兴重点项目，深入实施
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更好发
挥驻村干部、科技特派员产业帮扶作用。深入
开展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专项行动和搬迁群
众就业帮扶专项行动。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三农’工作有两个永恒的主题，一个
是保供，一个是增收，所以增加农民收入确
实是‘三农’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中央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农业农
村部党组成员吴宏耀在发布会上分享这句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
长，2019年提前一年实现收入较2010年翻一
番的目标，2022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
突破2万元大台阶，达到了20133元，城乡居
民收入比从 2012 年的 2.88 下降到 2022 年的
2.45，城乡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

与往年不同的是，记者关注到，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单列
为一个专门的部分进行部署，并提出具体部
署，如“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促进农业经营
增效”“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等三
方面。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实际上背后最重要的
支撑就是产业振兴。

唐仁健表示，一是在彰显特色上下功夫。
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把乡村资
源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
势、产业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二是在产业融合上下功夫。着力强
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他强调，重点是发挥三次产业融合的乘
数效应，在纵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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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仁健
说。

在横向上，“融合农文旅”是唐仁健提到
的一个关键词。具体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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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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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一号文件①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2月 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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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央一号文
件”）发布，文件包括9个部分33条，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守
底线、促振兴、强保障。“今年的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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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国新办就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举行发布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
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对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介绍与解
读。

这是继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目标之后，发布的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专家表示，这也

是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第20个指导“三农”工
作的一号文件，再次表明党中央加强“三农”工作

的鲜明态度，发出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