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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许多人彻夜未眠，守候在天安

门广场，迎接 2022 年的第一缕晨曦，见证五星红

旗伴随太阳缓缓升起。大家纷纷举起相机或手

机，定格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事纵横》专版就像大

家手中的镜头，用一个个版面记录着治国理政

的大事、社会民生的热点。正如这个专版的名

字那样，纵横相交于一点，一年 50 多个点串起

我们前进的足迹。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我们亲历了党和国家

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昂首阔步行进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这 一 年 ，《时 事 纵 横》开 设“ 十 四 五 新 征

程”专栏，从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生态文明等

多方面，解读党中央和国家决策部署，展望新

征程发展前景。庆祝建党百年，我们推出特别

策划《百年梦圆：聊聊我们的美好生活》，聆听

现役与退役战友讲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续写军民鱼水情，

我们推出《乡村振兴，军民同心启新程》专版，

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军民合力

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的生动实践；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召开，我们推出“奋斗新时代 迈进新

征程”特别策划，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解读全

会精神……

《说文解字》中说：“新，取木也。”用斧头劈

开 干 枯 的 树 皮 ，显 露 出 来 的 是 富 有 生 机 的 木

芯。“新”字，自诞生起就带有脱胎换骨的意味。

迈进 2022 年，辞旧迎新之际，各地跨年晚

会不约而同将“启航”作为节目的关键词。中

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今年，我们还将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前路漫漫，有顺风、有逆流、

有险滩。中国号巨轮的行稳致远，离不开接续

奋进的“划桨人”。这其中，有你，有我，有每一

位奋斗者的身影。

站在新起点，《时事纵横》专版将继续忠实记

录恢宏壮丽的伟大历程，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

将党的声音、奋进的足音传递给每一位读者。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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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 1.3 万亿斤以上

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重点任务】保障好初级产品供

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

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要 全 力 抓 好 粮 食 生 产 和 重 要

农产品供给，稳定粮食面积，大力

扩 大 大 豆 和 油 料 生 产 ，确 保 2022

年 粮 食 产 量 稳 定 在 1.3 万 亿 斤 以

上。

【名词释义】初级产品，一般指

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的，需要加工或

已初加工的农、林、牧、渔、矿业原材

料。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天气渐

冷，大江南北的田地褪去金黄，回归

寂静。盘点一年的收成，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汤原县竹帘镇村民笑得合

不拢嘴：“今年水稻籽粒饱满，100 多

亩地比去年增产四五千斤，是个丰

收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

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13657 亿斤，全年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2021 年 是 实 行 粮 食 安 全 党 政

同 责 的 第 一 年 ， 也 是 首 次 将 实 施

粮 食 安 全 战 略 纳 入 五 年 规 划 。 近

日 发 布 的 《“ 十 四 五 ” 推 进 农 业

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将“提升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

作 为 重 点 任 务 之 一 。 粮 食 这 个

“国之大者”的重要性被提到新的

高度。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地层

层压实责任，挖掘粮食面积潜力，将

工作任务分解到各个县区、各个乡

镇、各个村社，形成了“五级书记抓

粮食”的局面。

“抓粮食生产的发条要拧得紧

而又紧，工作要落得实而又实。”中

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

健说，特别是未来随着人口增长、消

费升级、城镇化推进，我国粮食供求

形势会越来越紧。这要求我们必须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持续挖掘增产潜力，最

大限度补上产需缺口。

1 亿亩高标准农田

变“粮田”为良田

【重点任务】耕地保护要求要非

常明确，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

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落实好耕地保护建设硬措施，

严格耕地保护责任，加强耕地用途

管制，建设 1亿亩高标准农田。

【名词释义】高标准农田，是指

通过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的，集中连

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

生态友好的永久基本农田。

“点点屏幕，不出家门就能排查

干旱地块；划拉几下手机，2000 多亩

田地就能自动浇水。”在河南省商水

县种粮大户的高标准农田，水肥一

体化机、病虫害监测系统等现代农

业设施与县大数据中心、物联网中

心相连通，能够根据作物生长情况

及时作出调整。“仅人工费每年就能

省几十万元。”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2021 年 8 月发布的《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

至 2019 年 底 ，我 国 耕 地 面 积 约 为

19.18 亿亩。与 10 年前调查数据相

比，减少超过 1 亿亩。此外，有些地

方出现良田不种粮食的现象，为追

求更高经济效益种植花卉果木或建

设养殖场。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必须不折不扣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

线 ，坚 决 遏 制 耕 地‘ 非 农 化 ’‘ 非 粮

化’。”相关专家认为，除保证耕地面

积外，还应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高

粮食产能。

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高标准

农 田 建 设 规 划（2021-2030 年）》明

确 ，通 过 新 增 建 设 和 改 造 提 升 ，力

争 将 大 中 型 灌 区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优

先 打 造 成 高 标 准 农 田 ，确 保 到

2022 年 建 成 10 亿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

以 此 稳 定 保 障 1 万 亿 斤 以 上 粮 食

产能。

“保耕地不仅是保数量，更应保

质量。这需要更好发挥农业科技创

新 的 引 领 作 用 。”高 标 准 农 田 的

“高”，很大程度体现在高新科技的

支撑。

在安徽省天长市智慧农业指挥

调度中心，水稻、芡实两大主导产业

生产经营的关键数据在大屏幕上动

态显示。哪块田缺水、土壤是否需

要追肥、虫害情况如何，均能一目了

然。当地工作人员介绍，高标准农

田建设并不是简单的修路挖渠、平

整土地，而是通过高新农业科技的

应用，生产出高产量、高质量的农产

品。

放眼广袤田野，越来越多的耕

地沃土生金，丰收的成色更亮眼、基

础更稳固。

16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强身健体”推动
自我发展

【重点任务】乡村振兴的前提是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

好，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

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支

持力度，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

机制，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确保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

【名词释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是西部10省区市综合考虑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

统筹考虑脱贫摘帽时序、返贫风险等

因素，确定的160个重点帮扶县。

宣 威 火 腿 、盐 源 苹 果 、巫 溪 腊

肉、柞水木耳、青海湖牦牛奶……日

前，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产销对

接暨脱贫地区农业品牌推介活动在

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来自 160 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农特产品首

次集体亮相。

“第一次喝牦牛老酸奶，没有一

点膻味，口感更醇厚”“第一次吃盐源

苹果，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吃的苹果味

道”……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农产

品的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倒逼县域农

业告别以往粗放生产的老路，以科技

研发推动精深加工，探索出特色产业

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新路。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脱

贫县步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的 5年过渡期。2021

年，国家层面确定的 33项衔接政策全

部出台，确定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给予集中支持。

专家表示，“发展产业是稳定脱

贫的根本之策，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之举，要坚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优化乡村产业布局，推动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有效供给，

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据

介绍，2021 年，我国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的比重提高到

50%以上；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

达 3100多万，比 2020年略有增加。

“巩固成果要用强身健体的办

法 提 升 自 我 发 展 能 力 。”唐 仁 健 表

示，2022 年他们将进一步提高衔接

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用于产业的比

重，支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全链

条开发，重点发展一批能更多带动

就业的特色优势产业。

（综合各媒体报道）

2022，夯实“三农”压舱石
—“数”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2022年重点任务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在镇、村党群服务中心建起

直播间，培养电商人才，鼓励农户开拓直播等新型销售模式，推动乡村人

才振兴和产业振兴。图为 2021年 12月 23日，太湖源镇党员志愿者和种

植户在竹林直播采收雷笋，助力线上销售。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近日，湖南省常宁市利用农闲时节加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将农田建设与流域生态治理、撂荒地复垦复种、农业产业规模化机械

化标准化发展相结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图为工作人员驾驶作业机械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 新华社发

民政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
底保障成果

“ 往 后 我 的 日 子 算 是 有 着 落

了。”不久前，湖南省新宁县清江桥

乡塘背村村民李万进，领到了自己

的第一笔养老金。“我之前没有缴纳

任何中高档次养老金费用，符合政

府代缴标准。县社会养老保险服务

中 心 参 照 代 缴 标 准 为 我 每 年 代 缴

100 元，缴足了 9 年的最低年限，我

就能按月领取养老金，家里经济负

担减轻不少。”

数据显示，2021 年，民政部初步

建成覆盖 5700 多万低收入人口的动

态监测信息平台，并加强常态化救

助帮扶。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全

国共有 240.2 万脱贫不稳定人口、边

缘易致贫人口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纳

入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范围，占三

类重点人群总数的 46%。

交通运输部

打通乡村公路“最后

一公里”

从四川凉山州普雄镇到攀枝花

南，有一列穿梭在群山深处的“慢火

车”。全程 376 公里 9 个多小时的速

度，与如今不断创下“中国速度”的

高 铁 相 比 ，很 不 起 眼 。 然 而 ，这 列

“慢火车”自 1970 年运行至今票价从

未上涨，最高票价 26.5 元，最低票价

2 元，成为大凉山深处许多村民与外

界连通的重要交通工具，专门设置

的“牲畜车厢”更是方便村民携当地

农副产品“出山”。

据测算，交通运输部 2021 年完

成脱贫地区公路投资超过 8000亿元，

推动交通建设项目更多向进村入户

倾斜。优化重点时段农村客运服务

供给。此外，他们推动“四好农村路”

建设，预计全年新改建农村公路超过

16 万公里，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

程，完善农村寄递物流网络体系。

（综合各媒体报道）

2021，村里那些暖心事
——聚焦各部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