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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3月16日

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文章指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现
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是
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
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
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
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必
须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摆上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位置。建设农
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
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
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一是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二是
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三是发展
生态低碳农业；四是赓续农耕文明；五
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文章指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
头等大事。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
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农业强，首
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必须强。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首要任
务，关键还是抓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要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把
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
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要健全种粮农
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
机制。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
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要树立
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粮食安全这一

“国之大者”扛在肩头。
文章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

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三农”
工作重心已经实现历史性转移，人力投
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
村振兴上来。总的要求仍然是全面推
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
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要把“土
特产”这3个字琢磨透，依托农业农村
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促进产业振兴，必须落实产业帮扶政
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要继续压紧压
实责任，坚决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
象。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
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
文章指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

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农业强
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必须协
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开辟新领
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实
现量的突破和质的跃升。要紧盯世界
农业科技前沿，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农业科技创新要着力提
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农业科技工作要
突出应用导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深
化农村改革，必须继续把住处理好农民
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让广大农民在改
革中分享更多成果。要扎实做好承包
期再延长 30 年的各项工作，稳慎推进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化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完善土地
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要健全农村集体
资产监管体系，严格控制集体经营风
险。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
向流动的制度壁垒，率先在县域内破除
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村改革，必须保
持历史耐心，看准了再推，条件不成熟
的不要急于去动。

文章指出，要大力推进农村现代化
建设。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
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要一
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实现

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的目标，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让
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要完善
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
稳定有序。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质
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要加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文章指出，要加强党对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关键在党。必
须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不动摇，
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提供坚强保证。五级书记抓
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有效机制。要打造
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
领导农业强国建设能力的“三农”干部
队伍，打造一支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
的乡村人才队伍。农村基层党组织是
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
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
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文章强调，农业强国，是拼出来、干
出来、奋斗出来的。要铆足干劲，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
伐，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

国家新闻出版署

启动实施2023年度
出版融合发展工程

新华社北京 3月 15 日电 国家新闻出版署
近日印发通知，启动实施 2023 年度出版融合发
展工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促进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决策部署，推动出版深度
融合发展，塑造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更好地服务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

通知指出，2023 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着
重深入实施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和出版
融合发展示范单位遴选推荐计划，同时对其他
已入选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精品、平台、单位和
人才，持续开展培育建设和应用推广。为进一
步发挥精品项目和示范单位的引领带动作用，
对数字出版精品和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单位，将
分别按照 2 种类型组织申报评审，其中精品项
目分为重大类和特色类，示范单位分为旗舰单
位和特色单位。

通知要求，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的
申报主体，为经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质
的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和网络出版服
务单位，以及从事数字阅读、数字内容服务相关
业务的单位和机构，同一主体可申报项目数量
不超过 2 个；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单位的申报主
体，为经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图书、
期刊、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和网络出版服务单位，
及其全资控股的从事数字阅读、数字内容相关
服务业务的单位和机构，同一法人主体只能申
报 1 种示范单位类型。

开年前2个月中国经济企稳回升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国家统
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
至 2 月份，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
稳转段，稳经济政策效果持续显
现，多项经济指标回升向好，经
济运行整体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工业生产恢复加快，企业预
期好转。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比
2022 年 12 月份加快 1.1 个百分
点；两年平均增长4.9%。2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2.6%，
比上月上升2.5个百分点。

服务业明显回升，接触型聚
集型服务业改善。1至2月份，全
国 服 务 业 生 产 指 数 同 比 增 长

5.5% ，2022 年 12 月 份 为 下 降
0.8%。从市场预期看，2月份，服
务 业 业 务 活 动 预 期 指 数 为
64.8%，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由降转增，固定资
产投资稳定增长。1至2月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067 亿元，
同比增长3.5%，2022年12月份为
下降 1.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53577 亿元，同比增
长 5.5%，比 2022 年全年加快 0.4
个百分点。

货物进出口略有下降，贸易
结构持续优化。1至2月份，货物
进出口总额 61768 亿元，同比下
降0.8%。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8103亿元。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
费价格温和上涨。1至2月份，全
国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平 均 值 为
5.6%。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1.5%；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下降1.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
凌晖表示，总的来看，1至2月份，
经济循环加快畅通，生产需求明
显改善，经济运行企稳回升，但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需求不足仍
较突出，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牢
固。下阶段，要加快政策落实落
地，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
济运行整体好转，努力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近日，西安大
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内各色春花绽放，
吸引市民及游人前
来赏花游园，感受
无限春光。图为游
人在留影。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春光无限好春光无限好
满眼繁花灿满眼繁花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