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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冬至：“数九”声中盼春归
新华社天津12月20日电（记者 周润健）一年一

冬至，一岁一安康。北京时间12月22日11时27分将
迎来冬至节气，这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时节，也是一个
遥望春天的时节。冬至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冬至是北
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也是阴阳二
气转换之日，从此阴气盛极转衰，阳气开始萌生，生
命的活动将开始缓缓由衰转盛，由静转动，因此冬至
又称“一阳生”，民间亦有“冬至一阳生”的说法。

到了冬至，“数九寒天”开始了，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进九”。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有“数九”习俗，又称

“冬九九”“交九”，从冬至起，每九天算一“九”，数“九
九”八十一天，俗称“连冬起九”。“九尽桃花开”，“出九”
之后，寒冬差不多也就过去了，温暖的春天就要来临。

关于“数九”，从古至今流传下很多不同版本的
《九九歌》《数九歌》《九九消寒歌》以及《消寒图》等。
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数九歌”是：一九二九不出
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
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除了“数九”以外，也有人取9个九画的字组成一
句，以描红的方式，每日描上一笔，描完9个字就是寒
尽春回的日子了，比较常见的句子有“亭前垂柳珍重
待春風（风）”等。

人们在冬至这一天会有特殊的饮食习俗，昔日讲究
“冬至大如年”，同时也祈求健康、幸福和吉祥。

由国庆介绍，北方素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通常
用羊肉、大葱、韭菜、萝卜等食材做馅，这些食材均偏温
热性，能起到暖身保健的作用。南方地区在这一天最
具代表性的食物是汤圆，因为汤圆有圆满、团圆、团聚
的美好寓意。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在冬至这
天，不妨约上三五好友围炉团坐，体会“冬至大如年”
的感觉，或是吃上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或是来上一
碗软糯香甜的汤圆，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一起数
着日子盼春归。

12 月 20 日，
澳门特区政府在
金莲花广场举行
升旗仪式，庆祝
澳 门 回 归 祖 国
24周年。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
（记者 王悦阳 张辛欣）记者20日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
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制造业
卓越质量工程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7 年，我国制造业质量水平显
著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显著
提高，产品高端化取得明显进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质量是制造业的生命，卓越
质量是高端制造的标准，推动产
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是新时

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
要，追求卓越质量是制造业由大
变强的必由之路。其中，卓越质
量要求质量管理体系更加全面、
质量发展动力更加强劲、质量数
字转型更加成熟、质量绩效表现
更加优异。

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国制
造业质的有效提升取得积极进展，
企业质量意识明显增强，质量管理
能力持续提高，质量管理数字化水
平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
提高，质量绩效稳步增长，中高端

产品的比例快速增大。到 2027
年，新增贯彻实施先进质量管理体
系标准企业10万家，新增质量管
理能力达到检验级企业10000家、
保证级企业1000家、预防级企业
100家、卓越级企业10家，质量提
升对制造业整体效益的贡献更加
突出，推动制造业加速向价值链中
高端迈进。

意见明确了增强企业质量意
识、提升企业质量发展能力、推进
质量管理数字化、开展质量管理
能力评价等四项重点任务。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 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 19 日至 20 日在北京召
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分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
势和挑战，部署2024年“三农”工作。

党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会议。会前，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就开好这次会
议，做好“三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三农”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习近平指出，2023年，我们克
服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多重不利影
响，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农民收入
较快增长，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
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把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
久为功，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
感可及的实事。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
力。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
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
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
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
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要强化科技和改
革双轮驱动，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为农业
现代化增动力、添活力。要抓好灾后恢
复重建，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要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抓好防
止返贫监测，落实帮扶措施，增强内生
动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
平、乡村治理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
展、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
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
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把责任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
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
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
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讨论
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阐明

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要求和主
攻方向，具有很强的思想引领性、战略
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是做好新时代新
征程“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
示精神，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完整准
确全面把握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折
不扣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
制，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
发，找准乡村振兴的切入点，提高工作
实效。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稳
定粮食播种面积，推动大面积提高粮食
单产，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探索建立粮
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做好
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确保2024年粮
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加强耕
地保护和建设，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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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
提高投资补助水平。支持农业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
落实好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提高产
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推动建立农村低收
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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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
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扎实有序推
进乡村建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
板。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
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完善乡村治理
体系，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平安乡
村。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强化农村改革创
新，在坚守底线前提下，鼓励各地实践
探索和制度创新。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
的全面领导，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责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强
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改进工作方
式方法，加强作风建设，大兴调查研究，
顺应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
律，把握好工作时度效。广泛汇集各方
力量，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党中央“三农”
工作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隆
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有关金融
机构和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三部门发文：力争到2027年我国制造业质量水平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