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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罗沙 范思翔 齐琪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
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 ，在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
更好发挥。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
人民民主重要论述，不断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展现中国民主新气象；以习近平
法治思想为指导，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
局面……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成
熟定型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
今年 4 月底的一天，36 个国家的驻

华使节和外交官来到北京市朝阳区南磨

房乡立法联络站，了解中国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后，发
出由衷感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
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
制度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
略全局出发，持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要求。 （下转第二版）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就综述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6 月 27 日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7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
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
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
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
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
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深入分析了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谋划了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体部署，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纲领性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
史主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
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

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
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
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
基础。

会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
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革的宝贵经验，贯彻以下原则：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
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
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
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守正创
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
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
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
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
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
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

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
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
升为法律制度；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
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
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
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
一领导，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管党治党，以钉
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强大力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看 振 兴

□□ 王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时下正值农忙季节，走进贵州省清镇市卫城
镇犀牛村农事服务中心，只见各种农资农具整整
齐齐摆放在货架上，农药、肥料、种子、喷洒壶等
应有尽有，前来选购的村民络绎不绝。“这个农事
服务中心各种农资、设备都很丰富，逛这里和逛
超市一个样。”前来选购农资的犀牛村村民杜国
华说。

犀牛村农事服务中心是一个集农资供应、农
机社会化服务、农技培训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一
站式”现代综合服务体，是清镇市第一家农事服
务中心。而农事服务中心之所以能投建运营，全
依仗黔耘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打下的基础。

黔耘农机专业合作社是清镇市第一家党组
织领办的专业农机合作社。农机合作社未成立
前，犀牛村一度是清镇市远近闻名的“空壳村”

“后进村”。
2021 年，清镇市将犀牛村党支部作为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以返乡创业能人林丹为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犀牛村“两委”新班
子走马上任。

“当时村集体的账面上，每年只有400元鱼塘租
金和2000元林场承包费。”林丹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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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兰生

白锋哲 李朝民 杨丹丹 刘秋实

（一）“我们都是收信人！”

2024 年 6 月 27 日，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太和县旧县
镇张槐村种粮大户徐淙祥回信两周年的日子。

“我记得你这个安徽太和的种粮能手。得知你家种植的小
麦喜获丰收，儿孙也跟着你干起了农业，我感到很高兴……”

时隔两年，徐淙祥回忆时仍难掩喜悦与激动：“总书记那
么忙，国家事情那么多，还记得我这个种粮农民，还给咱农民
回信，这体现了总书记亲民爱民的情怀，也体现了总书记对

‘三农’工作的重视，对粮食生产的关注。”收到总书记回信的
那一天，正巧是这个种粮大户 69 岁生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农抓粮念兹在兹，对种粮农民关爱有
加。2011 年 4 月 8 日，正值小麦拔节孕穗前期，绿油油的麦苗
茎秆粗壮，习近平同志兴致勃勃地来到徐淙祥的麦田。当时，
路边机井旁长了一棵楝树苗，才刚冒头，不过二尺来高。“听到
我种植的小麦最高亩产超 700 公斤时，总书记抚着楝树苗说，

‘要继续攻关小麦丰产技术，为国家粮食生产多作贡献，这棵
树苗可以留着，供人们热天劳动时乘凉’。”徐淙祥回忆说。

2022年夏收，徐淙祥承包的1230亩现代农业示范田里，小麦
新品种最高亩产达818.52公斤，再创新高。“要向总书记报告！”想
起总书记11年前的叮嘱，6月1日，徐淙祥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
封信，报告了丰收的喜讯和多年来的科技成果。没想到，总书记很
快就回信了，向他和乡亲们问好，“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
生产的政策举措，就是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
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希望种粮大户
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
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我们都是收信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传递了党中央重
农抓粮的坚定意志，释放了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的强
烈信号，激励着安徽全省上下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为中国
饭碗多装“安徽粮”作出更大贡献。

如今，当年的楝树苗已长出五个树杈，枝繁叶茂，亭亭如
盖。它仿佛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希望的田野，见证着徐淙祥们
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的一季季丰收，也分享着端稳端牢中国
饭碗的信心与底气。

（二）千亿斤，“皖”来扛！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蕴含几重深意？
核心是“种粮”。一方面，希望种粮大户“多种粮、种好

粮”；另一方面，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多种粮”意
味着数量的增加，“种好粮”强调质量的不容含糊，更重要的是

“有钱挣、得实惠”，种粮农民日子越过越好。数量、质量、效
益，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如何锚定这三个方面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一直
寄予殷切期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两次亲临安徽考察。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
农村改革座谈会时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

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
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安徽考察，首站就来到素有
“千里淮河第一闸”之称的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闸，专程看望
受灾群众，了解农业生产恢复情况。他指出，要根据蓄洪区特
点安排群众生产生活，扬长避短，同时引导和鼓励乡亲们逐步
搬离出去，确保蓄洪区人口不再增多。

一头是粮安天下，一头是民生为大，是两件事其实又是一
件事，离了哪一头都不行。

安徽，如何坚决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如
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与使命？如何弘
扬以“大包干”为代表的改革创新精神，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和
粮食安全体系建设？

2023 年 7 月 26 日，安徽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召开，提出
安徽发展的新目标——“七个强省”，其中包括加快建设高质
高效的农业强省。安徽省委书记韩俊表示，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徽工作以及

“多种粮、种好粮”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省
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勇当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主力军的战略部署，让中国饭碗多装优质“安徽粮”。

2024 年初，一份持续酝酿、系统调研、深入论证的《关于加
快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炉，
为千亿斤江淮粮仓画出了“路线图”，制定了“工期表”，吹响了

“集结令”。
千亿斤，“皖”来扛！

《意见》明确提出，到 2030 年，安徽省粮食产能稳定在 930
亿斤，到 2035 年，全省粮食产能稳定在 1000 亿斤以上；全省耕
地面积稳定在 8115 万亩以上，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1 亿亩以
上，主产省地位进一步巩固，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彰显。

为确保《意见》落到实处，安徽省专门出台了建设规划，实
施“良田、良种、良机、良法、优链、优农”六大工程，一共安排
28 个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 6406.9 亿元。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将会同省直有关部门，进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精准发力、务
实推进，确保工程如期完成、目标如期实现。

这是来自安徽的承诺！是粮食生产上的自我强加压、主
动硬提升，也凸显出一个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底气和担当！

830.16 亿斤！这是 2023 年安徽粮食生产交出的成绩单。
去年，安徽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再创历史新高，总产较上年增
产 10.14 亿斤，居全国第五位；播种面积约 1.1 亿亩，较上年增
长超 30 万亩，居全国第四位。

多年来，安徽始终把重农抓粮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稳稳夯实了“江淮粮仓”地位：以占全国 4.3%的耕地，生
产了全国 6%的粮食，全省粮食产量已连续 7 年稳定在 800 亿
斤以上，每年净调出粮食 200 亿斤左右，是全国 5 个粮食净调
出大省之一。

也正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在“多”和“好”的基础上，“多上
更多”“好上加好”还有空间吗？建成“千亿斤江淮粮仓”的任
务有多重？

（三）能否扛得起？

江淮粮仓，千亿斤！能否扛得起？
安徽自己清楚，这不是拍脑门决策，更非不切实际的口

号，而是基于清醒的认知：虽然粮食产量保持高位，但粮食单
产水平仍有待提升。2023 年安徽粮食单产 377.3 公斤/亩，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12.4 公斤/亩。同时农田水利建设水平不高，
大面积高产稳产基础不牢。

差距就是潜力。安徽农业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知名小麦专
家马传喜教授领衔，组织专家组，对安徽粮食生产的增产潜力
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安徽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可行性
报告》，立足全省粮食生产资源禀赋，综合分析耕地面积、耕作
制度、品种技术等条件，从因素、作物、区域三个视角系统分析，
得出了到 2035年安徽完全能够实现粮食年产千亿斤的结论。

要探讨江淮粮仓增产潜力，我们不妨换种视角，从更长远
的时空维度、从“人、地、水”的角度来观察考量。

打开中国地图，藏于“鸡腹”的安徽，被两条重要河流——
长江与淮河，横切成三个区域，淮河以北的皖北、长江以南的
皖南，以及江淮之间的皖中。

北有淮河逶迤，南有长江奔涌。从北到南，不同的水土孕
育了迥异的自然条件、地理风貌、农业生产以及风物风俗。北
部多平原，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大豆，南边水系发达，以水稻
为主。一江一淮，养育了 7000 多万人民，滋润了 14 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

有人说，安徽的地形就如同一双筷子夹个碗，南盛米、北盛
面。然而，吃饭问题却曾经是这里最难的事。安徽广为人知的
故事有不少与土地、粮食有关。“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
方……”，铭刻了淮河儿女为了吃口饭的苦难记忆；“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无徽不成镇”的奇迹原来只
是缘于山多地狭、人稠粮少、不得已才出门讨口饭吃的艰辛。

安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紧密而深厚，复杂而多元。他们
从骨子里珍惜土地的宝贵、懂得粮食的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但在一段时期内，这种关系发生了扭曲。1978 年冬夜，18

位小岗农民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儿，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
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得以修复。虽然
小岗农民的初衷是为了吃一口饱饭，但这正是农民和土地关
系的核心：只有保证了农民的土地权益，才能吃饱饭。

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就像一根充满“魔法”的杠杆，处理好了，
发展农业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强大势能就能撬动。而今，小岗村实
施土地“三权分置”，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在新时代实现了更高水平
的和谐，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又盘活了土地效益，培育了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31家新型经营主体。

不能不提的是，在黄河“夺淮入海”八百年间，“水”成为淮
河流域最大的隐患。虽留下“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佳
话，但也因两头高、中间低、进水快、排水慢、易憋水的独特地
形，而落下“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的恶名。旱涝灾害频发，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盼水水不来，恨水水不走”，
给两岸人民曾带来深重苦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涝灾害，1951
年毛泽东同志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此后 20 年间，安徽
全省兴建了淠史杭大型灌区和 4000 多个大中小型水库。地处
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在根治淮河水患、修建水库过程中，像
革命战争年代一样，作出了巨大牺牲，十多万群众搬离家园、
十多万亩良田淹于库底。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安徽
考察，第一站就来到金寨县看望老区人民。

治理淮河流域的一系列举措，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
件。安徽粮食总产量也从 1949 年的 127.8 亿斤增长到 1969 年
的 186.6 亿斤。此后，粮食总产量逐年攀升，一直提升到如今
的 800 多亿斤，饭碗端得越来越稳当。

然而，“水”依然是困扰粮食生产的关键要素。4 年前的
2020 年盛夏，淮河流域再次遭遇严峻汛情，王家坝闸在时隔 13
年后第 16 次开闸蓄洪，“上保河南、下保江苏”，谱写了一曲英
雄壮歌。今年入夏以来，包括阜阳在内的北方旱情牵动人
心。前些天旱情有所缓解，但如何破解水多水少、旱涝不均的
难题？如何持续提升防灾抗灾减灾能力？这始终是粮食产能
建设的必答题。

江淮粮仓要朝千亿斤进发，就必须破解“水”的问题。“人
为水让路，水给人出路”，进而才能走向人水和谐。未来几年，
安徽将在提高抗灾能力、挖掘农田灌溉潜力方面加大举措力
度。一方面加快沿淮沿江涝区排涝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实施
现代化大中型灌区建设与改造。

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处理好“人、地、水”的复
杂关系，千亿斤江淮粮仓就不遥远！

（四）“多种粮”，“多”从哪里来？

如何让可能成为现实？怎样在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等方
面推动？

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介绍，推进千亿斤江淮粮仓
建设，省直各部门将立足部门职责，综合运用政策、项目、资金
等多种手段，多方面协同发力用好政策工具包。同时，制定明
确的量化目标，将粮食产能目标分阶段、分区域、分作物品种
量化分解到县区，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做到可落实、可考核。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所到市县，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和
目标。 （下转第三版）

为 中 国 饭 碗 增“ 皖 ”粮
——安徽加快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记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淙祥回信两周年了。两年前的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作出
“多种粮、种好粮”等重要指示，为端牢中国饭碗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两年来，安徽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粮食安
全重要论述、关于“多种粮、种好粮”重要回信精神以及对安徽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与使
命，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和粮食安全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探索出一些可借鉴的好做法好经
验。日前，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深入安徽主要粮食产区，采访调研安徽加快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的创新实践。今日推出长
篇通讯《为中国饭碗增“皖”粮——安徽加快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记》，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