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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阳生，岁回律转。迎着新年的阳光，

我们回望一起走过的 2024 年——

去 年 末 ，由 国 家 语 言 资 源 监 测 与 研 究 中

心、商务印书馆等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 2024”

结果揭晓，“智”“新质生产力”当选国内字、国

内词。这体现出我国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的蓬勃发展。

而“新”，正是过去一年《时事纵横》版聚焦

的高频词汇。

我们逐潮追“新”。在首都北京，领略科技

创新从“工笔画”变成“实景图”；在多彩贵州，

洞察老区逐绿前行的精彩蝶变；在东北老工业

基地，感受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新脉动……

我们温故知“新”。庆祝新中国 75 周年华

诞，我们踏上红色热土，一览生机勃勃的老区

新貌；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 70 周年，我们一

路看格桑花开、品幸福绵长；京津冀协同发展

10 周年，我们聆听都市群落共存共生的发展进

行曲……

我们耳目一“新”。本报记者兵分多路，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寻中华一

家的文化根脉，感悟民族地区发展面貌的日新

月异；走进万千气象的城市、阡陌灯火的乡村，

记录城与乡、今与昨；从西北戈壁到东部沿海，

探寻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何以让世界惊叹……

辞旧迎新，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昨日

的足印累积着砥砺的坚定。

2025 年，《时事纵横》版会继续用文字和镜

头触摸时代脉搏，记录治国理政的大事，也关

注烟火寻常的民生。中国号这艘巨轮，航向是

复兴，而船上的每一个你、每一个我都是“划桨

人”。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航道，这艘巨轮将

一路乘风破浪。

听！新年的钟声敲响。听！时代的乐章

铿锵。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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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

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

不开农业发展。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习主席对做好“三农”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 2024 年“三农”工

作取得的成绩，对做好 2025 年“三农”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5 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做好

2025 年“三农 ”工作 ，对于高质量完成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扎实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展望新的一年，希望之歌将唱响在

中华大地的金色沃野上。

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

端牢端稳“中国饭碗”

仲冬时节，寒意渐浓。在内蒙古兴

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镇先锋村高标准

农田建设施工现场，随着灌溉打井、平

整土地等工程不断推进，一幅“田成方、

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的农田新画卷

正徐徐展开。

镜头向南，中原大地上，冬小麦即

将进入越冬期。“从目前看，长势不错。”

自出苗后，河南省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原

武镇种粮大户申继锋几乎每天都要到

地 里 ，看 一 看 麦 苗 的 生 长 情 况 。 前 不

久，利用灌溉设施以及大型农机设备，

他家流转的 600 多亩土地很快完成深

翻、播种、灌溉等作业。

智能农机纵横驰骋，高标准农田建

设正酣……放眼乡村沃野，处处涌动着

增收致富的新希望。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这是一份沉甸

甸的丰收答卷——数据显示，在连续 9年

稳定在 1.3万亿斤的基础上，2024年我国

粮食总产量首次迈上 1.4万亿斤新台阶。

2024 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

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施粮油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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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确保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充分体现了‘三农’工

作稳中有进的总基调。”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叶兴庆表示，要始终绷紧粮

食安全这根弦，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真正落实到位，不断巩固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端牢 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

透过丰收答卷，我们看到农业强国

建设步履铿锵，也看到现代化农业活力

澎湃。

“我们的农业无人机能在 6 秒内完

成 一 亩 地 的 作 业 ，让 农 民 以 更 少 的 投

入，获得更高的产出。”广东省广州市一

家无人农场运营负责人介绍，依托农业

无人机、农机自驾仪、智能水肥管理系

统等科技产品的现代化无人农场，实现

了水稻耕、种、管、收全流程无人化，“用

一部手机就能管好田”。

会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近年来，各地加快农业科技

创新步伐，向科技要产量、要产能，越来

越多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进

入田间、果园、深海。

832个脱贫县培育形成特色产业

鼓起亿万农民“钱袋子”

农民盼丰收，更盼增收。

搭配轻食沙拉、加入无糖奶昔、做

成个护产品……近年来，随着轻食消费

和健康饮食趋势的流行，牛油果因“低

糖、多纤维、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受到欢

迎，端上越来越多的百姓餐桌。

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孟连县，漫

山牛油果树郁郁葱葱，拳头大小的果子

垂挂枝头，果农穿梭林间。

受益于阳光充足、雨水充沛等自然

条件，再加上政策支持，孟连县把“洋水

果”变成了“土特产”。目前，该县的牛

油果种植面积达 12 万余亩，2.57 万亩挂

果，2024 年预计鲜果产量 1.95 万吨。

牛油果产业已成为当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支

柱产业。数据显示，牛油果产业已覆盖

全县 4.5 万人，接近常住人口的三分之

一，帮助 3246 户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每年户均增收 1.4 万余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要积极发展乡

村富民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县

域经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促进农民

增收作出重点部署，并要求毫不松懈抓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提

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效能，统筹建

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

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

鼓起亿万农民“钱袋子”，要在产业

兴旺上找出路。宣威火腿、延安苹果、

柞水木耳、保山小粒咖啡……当前，一

批有特色、有热度、有前景的富民产业

茁壮成长。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我国帮扶产业持续发展壮大，832 个

脱贫县都培育形成优势突出、带贫益贫

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特色主导产

业 。 脱 贫 人 口 通 过 订 单 生 产 、股 份 合

作、消费帮扶等方式，获得更多产业增

值收益。

提升农产品加工业，实施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2024 年以来，各地一方面因

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由卖“原

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促进农产品提质

增效；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文化体验、健

康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让更多产业服

务乡村振兴、服务农民增收。2024 年前

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74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

增长 6.3%，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0%

和美乡村“靓起来”

漫步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

五龙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和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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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小村庄大变化，折射出农村现代

生 活 条 件 加 快 改 善 。 在 全 国 ， 农 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75%左右，生活垃

圾 进 行 收 运 处 理 的 行 政 村 比 例 稳 定

保持在 90%以上，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达 90%。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基

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提高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

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作出一系列部署，推动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在江西省石城县珠坑乡，不定期举

办的“米茶夜话”吸引了不少村民。夜

幕降临，休息亭里，村民们手捧飘香米

茶围坐在一起 ，听宣讲、聊生活、提建

议、解纠纷。

“ 能 不 能 在 村 里 多 设 些 停 车 位 ”

“能不能再多安排点文体活动 ”“过几

天 是 我 孙 子 生 日 ，大 家 都 来 喝

茶”……

从讨论村子的发展规划到分享生

活喜悦，从老一辈传授传统美德到年轻

人带来新思想观念，“米茶夜话”成为乡

风文明建设、政策讲解、民生难点化解

的有效途径。

在 各 地 ，党 组 织 领 导 的 自 治 、法

治 、德 治 相 结 合 的 乡 村 治 理 体 系 不 断

完善，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

办 等 务 实 管 用 的 方 式 不 断 推 广 ，村 规

民 约 等 不 断 完 善 ，为 乡 村 发 展 提 供 了

有力保障。

“ 村 BA”“ 村 超 ”火 爆 ，“ 村 晚 ”“ 村

舞”出圈……一段时间以来，“村字头”

文体活动持续火热，乡村博物馆、美术

馆蓬勃生长。“村”潮涌动，五彩斑斓。

2024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文联

等单位组织开展“大地流彩·全国乡村

文化振兴在行动”系列活动，丰富广大

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焕发乡村文明新气

象。

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和谐稳定、

农 民 幸 福 安 康 ，是 丰 收 中 国 的 美 好 画

卷，也是广大农民的殷切期盼。在希望

的沃野上，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正

一步步变成现实。

上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内蒙古现代数字农业科技产业园拍

摄的生菜苗。

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金色沃野的希望之歌
—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看“三农”工作着力点

■本报记者 单慧粉

常青的绿叶、火红的三角梅、土黄

的民居……虽然已是冬日，但贵州省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乌沙镇

普梯村依然色彩缤纷。

普梯村距离兴义市区约 40 分钟的

车程，是一个有着 200 多年历史的布依

族古村落。村里拥有古生物化石、少数

民族特色古建筑、茶马古道、金丝榔古

树、古桥、古井等独特资源，曾因地处偏

僻、基础设施落后而鲜为人知，原是当

地的一类贫困村。

近年来，普梯村村两委和乡村振兴

驻村工作队申请资金，不断改善村里的

道路、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同时，他

们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对古院落

进行改造。

“修旧如旧、新建如故”，普梯村的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22 年以来，普梯村更是通过“共

享乡村”模式，打造“慢生活”体验度假

村落，并加大宣传力度，吸引城里的年

轻人进村，共同发展农文旅产业。

据介绍，“共享乡村”是指由村集

体企业招募参与村庄建设的年轻人，

享 受 减 免 房 租 、包 吃 包 住 等 优 惠 政

策。同时，村里开放直播带货、线下体

验店、民宿建造管理、环境卫生维护等

板块，由村集体企业和“创客”共同运

营，以此吸引年轻人来村里创业，共建

和美乡村。

“年轻人既可以直接带资金、技术

来投资，也可以带资源、思路和村集体

企业开展合作。”普梯村驻村第一书记

胡奇龙告诉记者，他们可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加入到产业发展中来，产生的收

益由村集体企业和“创客”共享。

“共建共创、成果共享”，这个百年

古村开始焕发出新生机。

“我在网络上了解‘共享乡村’模式

后，就直接过来咨询。”普梯村一家旅拍

店店主贺朝霞说，来到这里后，村里帮

助解决了住宿等后顾之忧，于是她决定

留下来。

记者看到，贺朝霞的店里摆满了极

具当地特色的民族服饰、文创产品等，

以供游客购买或租用。

和贺朝霞一样，曾付国也是普梯村

的一名“创客”。他把村里闲置的房屋

租过来，改造成集餐饮、休闲、娱乐等于

一体的乡村生活馆。

吃着老火炖土鸡、烤红薯，喝着土

罐煨古树茶，烤着柴火……这些别具风

情的乡村生活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

流连忘返。

如今的普梯村，不但拥有艳红桃、

蜂糖李等农业产业，农家乐、旅拍、餐饮

等第三产业也快速发展起来，村民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

（新华社记者 杨三军、施钱贵、郑

明鸿）

“共享乡村” 古寨新颜

近日，位于湖南省桂东县沤江镇寒口村的中药材产业示范园里，工人在

晾晒瓜蒌。近年来，湖南省郴州市、永州市等地的偏远高海拔区县利用独特

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发展高山农业，通过种植、加工和销售高山

中药材、竹笋等，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