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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菜农未在指定区域售卖蔬菜，某
地农贸市场管理公司一名员工脚踩老人的蔬
菜，并在社交媒体上对其进行辱骂。目前，涉
事人员因故意损毁财物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
拘留，涉事公司内部整顿，并向菜农赔礼道歉。

农贸市场一头是农民腰包，一头是居民餐

桌，虽然未在指定区域售卖蔬菜存在某些问
题，但是管理农贸市场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卖菜
者和买菜者，让菜农卖得更安心、居民买得更
便利。上述“管理”无疑背离了这一初衷。现
在涉事公司虽已赔礼道歉，但菜农是否还愿意
再来这家市场？消费者是否愿意再来？这些

问题的答案对菜农来说恐怕比道歉更重要。
农贸市场里藏着一个城市的人情味和烟

火气。通过加强管理、优化服务，让担菜来卖
的农民能安心、有信心，这才应该是市场管理
的重心所在。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脚踩老人的蔬菜”，不只需要道歉
倪杨金子

习近平致电祝贺哈西娜
当选连任孟加拉国总理

李强向哈西娜总理致贺电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新时代新征程开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
出位置，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由被
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
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
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
本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
部分区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新征程上，必须
把美丽中国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
力，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好家园。

二、总体要求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部署，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
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统
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抓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
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为导向的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生态根基。

主要目标是：到 2027 年，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城乡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国家生态安全有效保障，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形成一批实践
样板，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到 2035 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
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全面形成，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
持续性显著提升，国家生态安全更加稳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
现，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展望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全面形成，重点领域实现深度脱碳，生态环境健康优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全面实现，美丽中国全面建成。

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根据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新需求、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新期待，加大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集中解决力
度，加快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十四五”深入攻坚，实现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十五五”巩固拓展，实现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十六五”整体提升，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要坚持做到：

——全领域转型。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快能源、工业、交通运
输、城乡建设、农业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绿色科技创新，增强美丽中国建设的内生动
力、创新活力。

——全方位提升。坚持要素统筹和城乡融合，一体开展“美丽系列”建设工作，重点推
进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山川建设，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美丽城市、美丽乡
村，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中国新画卷。

——全地域建设。因地制宜、梯次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全域覆盖，展现大美西部壮美风
貌、亮丽东北辽阔风光、美丽中部锦绣山河、和谐东部秀美风韵，塑造各具特色、多姿多彩
的美丽中国建设板块。

——全社会行动。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行为自觉，鼓励园区、企业、社
区、学校等基层单位开展绿色、清洁、零碳引领行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社
会氛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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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芳 李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盘州
市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推行乡村
振兴驻村第一书记“任期承诺”制，督
促引导驻村第一书记找准帮扶方向、
拓宽帮扶思路、丰富帮扶载体，推动驻
村第一书记在乡村振兴中展现新风
貌、创造新突破、实现新作为。

“我承诺用好派出单位六盘水市工
商联联系企业的优势，建立农特产品
销售链，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组织方式，增加村民和村集体收入。”

“我承诺发挥自身医疗行业专业
优势，与派出单位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每季度组织开展 1 次义诊、送药上门
活动，建立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台账，

及时提供寻医问药咨询服务、看病就
医绿色通道服务、办卡开药上门指导
服务。”

一份份承诺，就像闪耀在山野乡
间的星星之火，点亮迈向乡村振兴的
新征程。

盘州市要求，驻村第一书记到村
工作的第一个月为“定诺月”，在充分
摸清村情民意的情况下，结合自身特
长和派出单位职责、资源优势，提出任
期内向群众承诺事项，并在群众大会
上作出任期承诺。

结合驻村第一书记的承诺事项，
明确组织部门作为牵头单位，派出单
位作为责任单位，乡镇（街道）作为监
督主体，扣紧三方责任“链条”，积极
推动责任、项目、资金、人员“四个捆
绑”落实，形成“一人驻村、全员帮扶”

的良好局面。
一份承诺，既是目标方向，更是责

任担当。盘州市驻村第一书记深入群
众、倾听群众、服务群众，把群众的急
难愁盼事儿放在心上，装进脑中，解决
了一批影响和制约乡村发展、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盘州
市驻村第一书记带领驻村工作队解决
民生方面突出问题 80 个，为群众办理
实事好事 900 件次，开展留守儿童、孤
寡老人、生活困难群众走访 11万人次。

鸡场坪镇塘子边村驻村第一书
记方俊，利用派出单位医疗资源优
势，制定了“为民服务‘四个一’”承
诺——组织医疗专家上门为群众看
一次病、替群众带一次药、帮群众办
一张慢性病卡、搭建一个线上专家和
群众交流平台。 （下转第二版）

有诺必践，为了这张“民生图鉴”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王帅杰）1 月 9 日，河南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召开，就做好今年三农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动员全省上下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提供坚实支撑。

过去一年，河南省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有效应对严重灾情夺取全年粮
食丰收，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产
业持续发展壮大，和美乡村建设稳步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重塑，乡村治
理效能进一步提升，农业强省建设取得
积极进展。

会议强调，把准吃透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的精神实质、政策导向、实践要求，
立足河南实际，抓实重点任务，努力开创
三农工作新局面。

一要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立足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

“四化”同步，遵循客观规律，把准发展趋

势；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现代农业服务体系，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提高农业比较
效益和竞争力；强化双轮驱动，用好科技
这一利器和改革关键一招，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激活内生动力活力，开辟新领域新
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培育农业新
质生产力；突出乡村人才振兴，搭建现代农
业产业平台和事业舞台，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人才支持计划、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

二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
坚持规划引领、循序渐进，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
坚持尊重群众、发动群众，深化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农村
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三要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严守耕地
保护红线，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防
灾减灾能力，深入推进粮食产业“三链同

构”，积极践行大食物观，确保粮食产能
稳步提升，确保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四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严格
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止返贫监测
帮扶机制，加大重点地区帮扶支持力度。

五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调整优化
农业结构，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切实保障
农民利益，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
收入、财产性收入。

六要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坚持以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深化“五星”支部创建，推进
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深化自治、法治、德
治、数治“四治融合”，提高乡村善治水平。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
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五
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政
策支持，锻强能力作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列，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作出应有贡献。

河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粮食安全保
障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
长和农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民膳食能
量摄入的提升和食物消费的增长，也推
动了居民膳食结构的变迁。我们餐桌上
的动物性食物如红肉、禽肉和蛋类的消
费量快速增长，精细化主食和烹调油用
量大幅增加；而植物性食物如全谷物、水

果和坚果等摄入明
显不足。与此同时，
居民膳食中高热量
和高油高盐高糖的
加工食品比例也在

不断增加。外卖点餐等新兴就餐方式的
普及，进一步加剧了高热量和高油高盐
高糖食物的摄入。不合理的膳食结构使
中国居民的蛋白质、脂肪、胆固醇等营养
素的摄入量迅速增加，却缺乏钙、锌、维生
素 A、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膳食纤维等
微量营养素。此外，当前的膳食结构还易
引发超重肥胖和一系列与膳食相关的慢

性病，严重威胁着国民健康。
餐桌上出现的营养健康新问题，正

成为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为了解决膳食
结构不合理以及营养摄入不平衡的问
题，我们积极思考并倡导把植物性膳食
引入餐桌，使其成为提升国民营养健康
的关键路径。

目前各界对植物性膳食的定义并未
达成共识，具体的定义可能会因不同的
地区文化有所不同。植物性膳食一般被
认为大量摄入健康植物源性食品（如全
谷物、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和茶）。

（下转第二版）

促进植物性膳食转型有助于国民营养健康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求是讲席教授 陈志钢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这是人们给
予湖北的美誉。

淡水水产品产量连续 27 年全国
第一，油菜籽、茶叶、水稻、生猪、蔬菜
产量均居全国前 6 位……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南北交融，
孕育出多姿多彩的农耕文明和千姿百
态的魅力乡村。

迈入新时代，6000 万荆楚儿女踏
上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先 行 区 的 新 征
程。逐梦农业现代化，为化解发展路
上品牌不响、优质不优价的烦恼，政
府搭台出资，拿出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门前、武汉重要商圈中心的“黄金之
地”，建成湖北优质农产品展销中心

（以下简称“湖北农展”），并于近日开
始运营。从分散到集中、从传统到现
代、从线下到线上，曾经少人问津的荆
楚“土特产”换新颜汇聚，令人宛如初
见，似乡村的一缕缕清风拂过都市，
吸引世人眼球。

好吃、好看、好玩，是一二三产业
融合展示之地，大城市休闲打卡新地
标。更有意义的是，湖北农展的建成
运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竞相逐
梦现代化……

从一地到全省，从单品
到多种——

一“展”之地聚“势”合力

“这好像一座跨越荆山楚水丰饶
的园！”新年首日，经过 70 余天的立

项、设计、施工和布展，湖北农展首次
揭开面纱便惊艳了来客。

饭稻羹鱼，是司马迁笔下的鱼米
之乡，也是湖北物产丰饶的真实写
照。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宜昌蜜桔、
恩施玉露、赤壁青砖茶、赤壁锦鲤、蕲
春蕲艾、随州香菇、京山桥米、荆门高
油酸菜籽油、湖北畜牧禽蛋、潜江龙
虾、恩施土豆、劲牌酒馆等 350 个品牌
4000 余个产品从荆楚四面八方汇聚于
此。从一楼到二楼，大众市集琳琅满
目，16 个特色展馆独具匠心。围绕

“10+16+N”的品牌体系（10 个全国性
区域公用品牌、16 个全省性区域公用
品牌加若干个全省地理标志农产品），
集中展示全省区域公用品牌和著名企
业品牌。 （下转第二版）

逐梦现代化的农展之力
——湖北打造“永不落幕的农博会”

新 春 佳 节 临
近，位于江苏省宿
迁市宿城区王官集
镇的蝴蝶兰大世界
内花团锦簇，迎来
销售旺季。蝴蝶兰
基地每年生产各类
种植苗 1600 余万
株，冬季采用水源
热泵使蝴蝶兰达到
最适宜生长的温
度 。 国网宿迁供
电公司结合温室大
棚用电量增长需
求，全力做好电力
服务保障。图为
电力员工走进蝴
蝶兰基地开展用
电线路安全检查。

王松竹 摄

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新思路 新举措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1 月 11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谢赫·哈西娜，祝贺
她当选连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
统友好邻邦。建交 49 年来，两国始终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
自发展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给两国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去年 8 月，我
和哈西娜总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会见，
就发展中孟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希望中
孟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落实好双方达

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弘扬传统
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哈西娜总
理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