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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党中央、国
务院坚强领导下，今年各地各部门持续加
大“三农”工作力度，有力克服一些地方严
重洪涝等不利因素影响，粮食实现丰收，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强国必先
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放眼广袤中华大
地，人们不懈努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夯实根基。

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一场冬雪之后，在山东省嘉祥县马村

镇山营村，绿油油的小麦从雪中探出了
头。尽管气温下降，“00后”种粮大户山万
民却不太担心：“刚看完苗情，冬前深耕提
高了整地质量，加上适期适墒播种、冬灌
防冻害，壮苗越冬有基础。”近年来，嘉祥
县推广智能农机、植保无人机等装备，集
成保护性耕作、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
为粮食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我国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
购价，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各地各
部门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农业
农村部启动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行动，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有力
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东北局地严
重洪涝，全年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

万亿斤以上……粮食丰收，为经济社会行
稳致远奠定基础。

各地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打造供应链，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

近年来，四川省眉山市太和镇永丰村
“永丰大米”受到消费者青睐。当地做优
大米品牌的同时，推出了奶油鲜米露、纯
边油米花糖，特色产品走进更多百姓家。

绿色是农业的底色。不久前举办的
第 37届中国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交易
会上，近千家企业参展，展示和交流了新
技术、新产品。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农业发展进入全面绿
色转型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植保防灾
减灾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
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 62.4%……中国饭碗端得更
牢更好，为建设农业强国夯实根基。

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冬日里，在河北威县红龙集村的梨

园，脱贫户胡瑞允忙着修剪果树。“家里10
亩地流转出来，每年每亩能得 800斤小
麦，在梨园干活一天还能挣100多元。”胡
瑞允高兴地说。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曾衍德介绍，今

年截至三季度末，中西部22个省份63.5%
的监测对象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其余均
落实了帮扶措施。

各地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工稳岗
就业，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手指柠檬、燕窝果、马梅果……位于海南
琼海市大路镇的“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
地，集水果引进选育、示范种植和科普观
光于一体。100多人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
并学习技术。

我国乡村富民产业培育壮大。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5705元，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7.3%。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
养、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各类资
源要素不断激活，带动广大农民群众日子
越过越红火。

不久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专家来到新疆沙湾市老沙湾镇等地，讲解
棉花栽培、智能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帮助
农户提升种植水平。“以后我们会派农技
人员到这里，并组织现场观摩会，加快推
广现代农业技术。”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研究员李亚兵说。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漫步在贵州省六枝特区五龙村，映入

眼帘的是一幅画卷：依山而建的特色民居，
随风摇曳的雏菊，承载乡愁的石槽石磨……

“路好了，村子干净了，旱厕改成了水
冲式厕所，方便又卫生。”村民朱井荣开心
地说。近两年村里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群
众卫生习惯有了很大转变。

五龙村是我国乡村建设的缩影。目
前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73%，
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村容村
貌持续改善。

乡村治理效能也在稳步提升。自
2022年起，农业农村部与腾讯公司合作启
动实施“耕耘者”振兴计划，面向乡村治理
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开展免
费培训。超过百万人在“为村耕耘者”小
程序学习积分制、清单制、村民说事等乡
村治理制度和举措。

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传承弘扬。

“咚、咚、咚……”在广西崇左市宁明
县城中镇耀达村，游客尚未走下游船，铿
锵的鼓声便从远处传来。在世界文化遗
产左江花山岩画山脚下的村庄，壮族村民
吕细梅是铜鼓表演队的一员：“村里旅游
发展起来了，既能增加收入，还能把铜鼓
文化传承下去，心里很开心。”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希望的田野，处处是耕耘和奋
斗的身影，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
不懈努力，用辛勤和汗水创造美好的生活，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全国财政收入已超 20万亿元、支出
近24万亿元——今年前11个月的全国财
政收支数据显示，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
好，有力保障了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
部署的贯彻落实。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持续发展
的基础上，我国财政实力更加雄厚。适
应经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财政积极履
行职能，分好用好“蛋糕”，宏观调控不
断完善，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

财政“蛋糕”日益做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入保持较快

增长，全国财政收入从 2013年的约 12.9
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约20.4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
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10年来，我国
经济发展稳步推进、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成为做大财政“蛋糕”的重要支撑。

“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 20
万亿元，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何代欣

说。受疫情反复、国际形势变化等超预
期因素影响，去年财政收入增幅一度回
落。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经济恢复回稳，全年相关税种实现不
同程度增长。

今年前 11 个月，全国财政收入达
200131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税收
收入168420亿元，同比增长10.2%。总的
看，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与今年以
来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的态势相
适应。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0年来，全国财政支出从 2013年的

约14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约26.1万亿
元。财政保障更加精准有效，支持科技自
立自强，加强基本民生保障，促进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央财政“真金白银”加大对地方财
力支持，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地方

转移支付力度。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付达10.06万亿元，规模创下近年新高。

财政支出进度合理加快，重点支出保
障有力。今年前 11个月，全国财政支出
23846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教育
支出同比增长 5.7%、科学技术支出同比
增长 4.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
长9%、农林水支出同比增长5.8%。

10年来，财政宏观调控不断完善：连
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政策的前
瞻性、灵活性、针对性；保持必要财政支
出强度，较好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实
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税收收入占我国
GDP比重从 2018年的 17%左右已下降至
2022年的 13.8%；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
直达机制……

“雄厚的财政实力、积极的财政政策，
是复杂变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
实支撑和重要抓手。”何代欣说。

今年以来，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为经济回升向
好提供了有力支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

面：聚焦经营主体，减负担、稳预期；聚焦
扩大内需，稳投资、促消费；聚焦创新引
领，强动能、优结构；聚焦民生保障，兜底
线、增福祉。中央财政还在四季度增发
2023年国债1万亿元，有力支持灾后恢复
重建，补齐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的短
板，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
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
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将适度加大
财政支出规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同时，更加注重激励地方高质量发展，增
强发展的内生动力；此外，提质增效，将推
进财政管理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同时
加强财政与货币、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
联动，着力提升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大势不
变，将为财政收支运行提供重要支撑。运
行平稳、可持续的财政，也将护航中国经
济行稳致远。

希望的田野 奋进的力量
——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看乡村全面振兴

新华社记者

收入超20万亿元 财政实力更加雄厚
新华社记者 申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