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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宇恒）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从土地改
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到“大包干”解决
农民吃饱肚子的问题，再到“三权分置”
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更好激活乡村振
兴动能，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农村改
革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农村各类要素
的潜能和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在
“深水区”中探索前行，啃下“硬骨头”，拿
下“硬任务”，为乡村发展积聚动力、创造

活力。2018年，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宣告收官，15 亿亩承包地确权到户。
2021年，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
性任务基本完成，约 57万个村完成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

眼下，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改
革不断完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序推
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
点稳步开展，农村集体资产家底基本摸
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运行，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稳健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不断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
进，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展。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并对健全推进新型城
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
化土地制度改革等作出重要部署，让广
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在改革
开放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

（相关报道见第四版）

农村改革激活广袤乡村

近段时间，Country Walk（乡间漫游）成
为一种旅行新风尚，受到年轻人追捧。许多年
轻人来到乡村，以漫步的形式，沉浸式体验真
实的乡村生活。

从“特种兵式旅游”到City Walk，再到
Country Walk，年轻人的旅行观念正悄然发

生变化。他们不再执着于人山人海的城市热
门景点，而是另辟蹊径，到乡村体验乡土风情，
在漫步中忘却烦忧。Country Walk对年轻人
的吸引力，不仅在于身体的放松，更在于精神
的休憩。这种旅行新方式，凸显了乡村的独特
价值，值得肯定和尝试。

Country Walk的兴起启示我们：乡村的
魅力就在于原汁原味。乡村不需刻意迎合来
自城市的目光，只需在自身禀赋上精心打理，
实现宜居宜业，就会对外界产生强大的吸引
力。期待Country Walk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乡间漫游，解锁旅行新方式
李浩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飞）9 月 10 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农业
科技企业座谈会，部党组书记韩俊主持
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全国
科技大会部署，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大力培育农业科技领军企业，鼓励
引导农业科技领军企业在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中发挥好
骨干作用，加快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
立自强。

与涉农企业常态化座谈交流，是农业
农村部近期作出的一项制度性安排。此
次座谈会旨在了解农业科技企业发展面
临的问题，听取意见建议。会上，先正达、
隆平高科、登海种业、青岛清原、北京首
农、广西扬翔、广东恒兴、中联重科、潍柴
雷沃、遨博（北京）智能科技、广州极飞科
技、凯盛浩丰农业、根力多生物科技、大禹
节水、中粮、新希望六和、三全食品、晨光

生物等来自种业、农机装备、设施农业、环
保节水、农产品加工等行业和领域的相关
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大家表示，国家全
方位支持科技创新，为农业科技企业发展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将进一步加强科研投
入，大胆创新攻关，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
成果。韩俊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进行
互动交流。他指出，农业农村部将认真研
究梳理各位企业负责人提出的意见，充分
采纳合理建议，进一步改进工作。他强
调，要健全与农业科技企业常态化交流和
服务机制，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全力支
持农业科技企业做大做强。

韩俊指出，农业科技领军企业是突
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的骨干力量，在推
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中起着重要作
用。当前农业科技企业“小散弱”的问题
还比较突出，要谋划系统性推进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的工作载体和抓手，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平

台，在种业、农机装备、农业投入品、农产
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分层分类培育一批
龙头型农业科技领军企业和高速成长型
农业科技领军企业，打造农业科技企业
阵型，加快突破一批原创性技术。要以
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为导向，优化农业科研项目管理，从制度
层面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要推
动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双向奔赴，加强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农业
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承担农业科技攻关任
务，提高企业在农业科技攻关项目方向
确定、任务凝练、论证咨询等各环节的话
语权，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出题人”

“答题人”“阅卷人”作用。
韩俊要求，要下大力气完善体制机

制，为农业科技领军企业发展营造良好
生态。要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和服务保
障，增加差异 化 的 农 业 科 技 金 融 产 品
供给。 （下转第二版）

农业农村部召开农业科技企业座谈会强调

大力培育壮大农业科技领军企业
加快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全国教育大会9日至10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
好愿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
撑，必须朝着既定目标扎实迈进。

9 月 10 日是我国第四十个教师节。习近平代
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
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李强主持会议。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
出席会议。丁薛祥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教育作为
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
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
大决策，确立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教育体
制机制改革，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
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
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习近平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
务，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和
运用系统观念，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
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
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
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
程。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立报
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注重运用新
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
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
地。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指出，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
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
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优化高等教育布
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
才培养。强化校企科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尽
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
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高技能人才。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
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优化区
域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
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持续巩固“双
减”成果，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提高课后服务
质量。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 紧 围 绕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 丁薛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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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 唐诗凝
潘洁）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新中国 75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75
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跨越式发展，粮
食安全保障有力。2023 年粮食产量达到
13908 亿斤，比 1949 年增加 1 万多亿斤，
增长 5.1 倍；粮食单产大幅提升，2023 年
全国粮食单产 389.7 公斤/亩，比 1949 年
增加 321.1 公斤/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经济稳
步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3 年，我
国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158507 亿 元 ，比
1952 年的 461 亿元增加 158046 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1953 年至 2023 年年均增

长 4.5%。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我
国农业生产实现了由“以种植业为主、以
粮为纲”的高度单一结构向“农林牧渔全
面、多元、协调发展”的历史转变，多元化
食物供给体系加快构建。

报告显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和膳食结构变化，经济作物生产蓬勃发
展。2023年，我国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达到
7.9亿亩，比 1949年增长了 2.7倍。重要农
产品全面发展，食物供给丰富多元。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畜牧业现代化、规模化
进程加快，综合产能进一步提升，肉蛋奶
产量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统筹推进灌溉水源保障
和灌区建设改造，农业生产条件明显增
强，农业基础更加稳固。截至 2023 年底，
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0 亿亩以
上。2023 年我国耕地灌溉面积 10.75 亿
亩，比 1952年增长 2.6 倍。

报告显示，75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发展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长足进步。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科
技事业加快发展，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创新
能力显著增强。2023年，全国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 63.2%，比 2012年提升 8.7个百分
点，农业科技整体水平跨入世界第一方阵。

75年来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5.1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