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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田

根据《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有关
规定，为加强农作物病虫害分类管理，近
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一类农作物病虫害
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包括草地贪夜
蛾、飞蝗、草地螟等 10 种虫害和小麦条锈
病、小麦赤霉病、稻瘟病等 7 种病害。农业
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人就《名录》制
定的原因、意义以及贯彻落实等回答了本
报记者提问。

问：为什么要对农作物病虫害实施分
类管理？

答：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始终是涉及老
百姓吃饭的大问题，我国历朝历代都采取
强力措施控制蝗虫危害，有一句话叫“蝗
虫起飞、官帽落地”，生动地描摹出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的重大责任。新中国成立以
来，经过多年努力，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有
力有序有效推进，病虫害防控体系逐步建
立，监测防控能力不断提升，对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据调查，目前我国常见的农作
物病虫害的种类有 1600 多种，其中可造成
严重危害的有 100 多种，大体可分为 4 类，
分别为草地贪夜蛾、稻飞虱等迁飞性害
虫，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等流行性病害，柑
橘黄龙病、苹果蠹蛾等检疫性病虫害，玉
米螟等常规性病虫害。据统计，近 5 年我
国农作物病虫害年均发生面积 65 亿亩次、
防治面积 80 亿亩次，其中水稻、小麦、玉米
三大粮食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 35 亿亩次、
防治面积 45 亿亩次，每年可挽回粮食损失
2000亿斤左右。

农作物病虫害种类繁多，防治管理不
能上下一般粗，为科学应对病虫危害，提高
防控工作效率，《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
对病虫害建立分类管理制度。规定根据农
作物病虫害的特点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程度，将农作物病虫害分为下列三类：一类
农作物病虫害，是指常年发生面积特别大
或者可能给农业生产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
农作物病虫害，其名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
部门制定、公布。二类农作物病虫害，是指
常年发生面积大或者可能给农业生产造成
重大损失的农作物病虫害，其名录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制定、
公布，并报国务院农业农村部门备案。一
二类农作物病虫害以外的其他农作物病虫
害为三类农作物病虫害。新发现的农作物
病虫害可能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或者特别
重大损失的，在确定其分类前，按照一类农
作物病虫害管理。

对农作物病虫危害实施分类管理，有
利于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有利于聚焦防
控重点，有利于落实属地责任，有利于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问：公布《名录》，对贯彻实施《条例》有
何意义？

答：以农业农村部公告形式向社会公
布《名录》，是贯彻实施《条例》的重大举措，
进一步明确职责，突出重点，指导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做好分类管理，统筹推进病虫害
防治工作。

首先，制定并公布《名录》，是《条例》赋
予农业农村部的法律职责。自《条例》5月1
日正式实施以来，农业农村部6月4日发布

《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草案）》并公开向
社会征求意见，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多轮专
家论证，于9月15日正式公布《名录》，这标
志着“分类管理”措施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
作得以落实。

其二，《名录》的公布，为省级农业农村
部门制定公布二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提供
了政策指导和技术依据。一类名录的草案
拟定、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和公开发布等系
列过程，可为各省（区、市）制定公布二类名
录提供经验参考。

国家已有一类名录，下一步，随着省级
陆续制定二类名录，将全面构建我国农作
物病虫害分类管理的框架。

问：下一步，如何依据《名录》，对病虫
害实施分类管理？

答：《名录》的公布，为在国家层面组
织协调病虫害防治工作明确了重点、提供
了靶标。下一步，应依据一类名录，从以
下三个方面切实履行中央事权。

一是建立完善一类农作物病虫害的联
合监测网络。按照分级建设、聚点成网的
思路，争取相关部门支持，在一类病虫害发
生源头区、迁飞扩散过渡带和粮食主产县，
建设监测区域站、配套建设田间监测点，构
建设备联通、技术融通、数据互通的信息化
平台，逐步建成全国统一的农作物病虫害
监测网络。

二是着力提升一类农作物病虫害的
防控处置能力。为有效应对境内外突发
病虫威胁，在边境地区、迁飞通道和重大
病虫暴发流行区，加强草地贪夜蛾等迁飞
性害虫阻击带建设，同时建设一批区域性
应急防控设施，完善应急防控机制，提升
应急防控能力。在病虫害常发区，重点推
进小麦条锈病等重大病虫源头区综合治
理，开展绿色防控示范县建设，扶持发展
一批生物防治、绿色防控产品、高效施药
机械生产基地，提高重大病虫害防控物质
支撑能力。

三是加强一类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控保
障措施。要依法依规，多渠道、多层次争取
投入，支持开展一类农作物病虫害的监测
调查、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疫情处置，逐步
增加设施运行维护、试验示范、宣传培训、
督导指导等工作经费投入，保障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

一类病虫害防治，需要中央和地方统
筹协调、上下联动、部门协作，落实好防控
职责，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

一、虫害（10种）
1.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Smith）
2. 飞蝗 Locusta migratoria Linnaeus

（飞蝗和其他迁移性蝗虫）
3.草地螟 Loxostege sticticalis Linnaeus
4.粘虫 〔东方粘虫 Mythimna separa⁃

ta （Walker）和劳氏粘虫Leucania loryi Du⁃
ponchel〕

5.稻飞虱 〔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和 白 背 飞 虱 Sogatella furcifera
（Horváth）〕

6.稻纵卷叶螟 Cnaphalocrocis medi⁃
nalis（Guenée）

7.二化螟 Chilo suppressalis（Walker）
8.小麦蚜虫 〔荻草谷网蚜Sitobion mis⁃

canthi （Takahashi）、禾谷缢管蚜 Rhopalo⁃
siphum padi （Linnaeus）和麦二叉蚜 Schiza⁃
phis graminum（Rondani）〕

9.马铃薯甲虫 Leptinotarsa decemlin⁃
eata（Say）

10.苹果蠹蛾 Cydia pomonella （Lin⁃
naeus）

二、病害（7种）
11. 小麦条锈病 Puccinia striiformis

f. sp. tritici
12.小麦赤霉病 Fusarium graminearum
13.稻瘟病 Magnaporthe oryzae
14.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Southern

rice black-streaked dwarf virus
15.马铃薯晚疫病 Phytophthora infes⁃

tans
16.柑橘黄龙病 Candidatus Liberobac⁃

ter asiaticum
17.梨火疫病 〔梨火疫病Erwinia am⁃

ylovora 和 亚 洲 梨 火 疫 病 Erwinia pyrifo⁃
liae〕

建立分类管理制度 科学应对病虫危害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人就《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答记者问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6日至29日在
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次
全会释放未来中国发展重要信号。

信号1——战略布局新表述

“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十九届
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战略布局中，人们
看到，面向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
就，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
我们还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

这次全会令人瞩目地提出了到
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

信号2——“强国”高频出现

梳理全会公报，“强国”是高频词。公
报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
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公报也提
出多个强国任务、战略。在科技创新方
面，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
建设科技强国；在优化升级经济体系方
面，提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
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

鸣认为，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十四五”时
期和到二〇三五年的目标、任务、战
略。这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强国目标，
符合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特
征、新要求，也符合新阶段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信号3——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
新发展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
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
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
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因此，
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面促进消
费，拓展投资空间。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公报中明确提出，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
本目的。

信号4——坚持创新的核
心地位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
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深
刻复杂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
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动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宝
成表示，当前，尽管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
相涌现，但创新仍面临一些突出短板，在
接下来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应强
化硬投入，优化软环境，走自主创新之
路，以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
量发展。

信号5——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公报的一个
亮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这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随着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胜利在望，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优先
发展农业农村，为“十四五”乃至到二〇
三五年我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远景
目标期间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关键。对此公报指出，要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信号6——形成对外开放
新格局

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形成对外
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新优势明显增强。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顺应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的必然趋势。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
心主任张建平说，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
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新一轮更高水平开放，要更加强调
制度型开放，不断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信号7——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全会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到二〇三五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
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
本原则。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发展是造福
人民的发展，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实
现共同富裕。“十四五”时期，将会有更多
促进民生改善的实招硬招。全会提出，
到二〇三五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
扩大。

信号8——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关键“窗口期”。据预测，“十四
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我国
社会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
光建表示，未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由个
体、家庭的问题向群体、社会问题转变，
由相对单一的社会领域问题向多领域问
题转变的态势，应对任务更为繁重，需要
着力发展多层次、个性化、品质化、精准
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和服务供给。

信号9——确保二〇二七
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全会提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以 1927 年南昌起义为起点，2027 年
将迎来人民军队建军 100 周年。公报提
出，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
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
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
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
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
百年奋斗目标。

（记者 齐中熙 舒静 董峻 刘羊旸
于佳欣 宋佳 李劲峰 翟永冠）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五中全会释放未来中国发展重要信号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6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海外专家学者认为，关于制
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高瞻远瞩、目标
明确，为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描绘宏
伟蓝图，增强了各国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利好新冠疫情下
世界经济复苏。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阿列克谢·罗
季奥诺夫认为，中国在“十三五”时期取得的成就吸引了全世界
的关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发出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有分量
的声音。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
少，这是中国对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重要课题
作出的坚定承诺。

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毛旭新认为，关于
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中国未来
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发展蓝图。中国经济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
科技产业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内陆和沿海地区协调发展。同
时，中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有效提高中国经济核心竞争
力，提升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蒂娜·比埃表示，中国在“十三
五”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脱贫攻坚和共建“一带一路”取
得丰硕成果，体现了中国政策规划的优越性和高效率。在国际格
局变化和新冠疫情影响的背景下，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在扩大内需、对外开放、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将有力助推中国实现繁荣发展，也将有助于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认为，“十三五”时期中
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关于制定“十四
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开放
自信，以及中国领导层的决心和远见，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世
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老挝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老中友协秘书长西昆·本伟莱表
示，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同时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说明中国发展重视
科技和环保，有利于长期发展、行稳致远。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罗尼·林斯认为，中国
在“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脱
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将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这将有效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升创新能
力，有助于促进工业升级换代。此外，中国还提出将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将进一步促进沿线国家经济融合发展。

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表示，关于制定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中国改革开
放将迈出新步伐，这给世界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会。柬中刚刚
签署自贸协定，这为柬农业产业创造更广阔市场，相信今后将
有更多柬埔寨农产品走向中国消费者，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将助
推柬埔寨经济复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表示，中国经济
增长方式已逐步向科技创新推动更高层级经济增长模式转
变。在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的当下，中国提出要畅通国内大
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既有利于中国自身持续发展，也
将给世界带来更富吸引力和更加广大的市场。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说，“十三五”时期，
中国在脱贫攻坚、改善生态环境、经济平稳运行等方面收获丰
硕成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十四五”时期，相信
中国将基本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新进步，这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提供范例，也将进一步
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

埃及开罗大学经济与金融法教授瓦利德·贾巴拉表示，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
进步等目标，相信随着绿色、可持续经济继续发展，中国不仅将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而且也将进一步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纳赛尔·布希巴说，中国发展模式值得发展中
国家借鉴。“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无疑将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振兴发挥引擎推动作用。

（参与记者：鲁金博 章建华 陈威华 赵焱 毛鹏飞 夏立新 王丽丽 白林 孙晓玲 徐
永春 陆睿 李碧念 陈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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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小兵 戴军 孟德才）
10月26日，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第九届五
次常务理事会暨第五次全体会员代表大
会在京召开。会议聚焦“学习贯彻两办文
件精神 深化‘三农’媒体融合发展”主题
开展交流研讨，旨在守正创新、提升“四
力”，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

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会长唐园结首先
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
意见》精神。他指出，《意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阐明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重要
意义、目标任务和工作原则，并聚焦“加快”
和“纵深”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很有针对
性、指导性、操作性，为涉农媒体下一步建
设新型“三农”主流媒体指明了前进方向和
发力重点。他强调，全国涉农媒体要认真
学习贯彻《意见》精神，坚持党性原则，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做大做强自主平台，走好全
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大力推进主力军全面
挺进主战场，不断提升“三农”媒体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会上，唐园结作了关于恳请辞去中华
全国农民报协会会长的辞呈说明。45 家
会员单位依据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章程
和会长变更程序，举手表决通过了由农民
日报社总编辑何兰生担任中华全国农民
报协会第九届会长的决定。会议决定聘
请唐园结为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名誉会

长，增补中国农村杂志社为中华全国农民
报协会第九届副会长单位。会议还听取
了协会秘书长魏小兵的工作汇报和财务
报告，通报了 6 家会员单位负责人变更通
知及3家新会员单位名单。

中国记协国内工作部会员工作处处长
王大璐出席了本次会员大会。本次会议由
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副会长、山西农民报社
社长王涛主持。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43家
会员单位的81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与会代表围绕“凝心聚力，合作共赢-
共商协会未来发展方向”举办了业务研讨
座谈会。10月 27-28日，会议还组织与会
代表赴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新媒体中心、
北京市美丽乡村顺义区高丽营一村调研
采访。

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新媒体中心，
与会代表听取了有关负责人关于媒体融
合情况的介绍。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
参观学习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对媒体融合
的认识，收获满满，对于今后开展相关工
作很有启发。

在高丽营一村，与会代表切身感受到
高丽营一村从“脏乱差”村逆袭为“明星
村”的转变历程，了解到该村党支部书记
庞强带领乡亲们建设富裕美丽乡村的感
人故事。与会代表还参观了高丽营一村
的农产品基地。据基地总经理杨文新介
绍，该基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保
障北京市民蔬菜供给发挥了积极作用。

学习贯彻两办文件精神
深化“三农”媒体融合发展
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第九届五次常务理事

会暨第五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许雪峰 李达 记者 陈兵）“前
排人家经常把污水排放到俺家门前，恶臭
难闻，能不能帮俺解决？”日前，江苏省睢宁
县凌城镇信访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一键通”
求助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情况，
了解到部分村民随意挤占公共区域导致雨
污排放不畅，及时联系相关工作人员，组织
机械清理淤堵，并把村庄外围排水沟一并
疏通，困扰村民们多年的雨污排放问题得
以解决。

“您有所求，我必有应；您有所盼，我

必有为。”近年来，睢宁县信访系统创新
构建“一键通”工作机制，多渠道倾听群
众声音，全方位体察社情民意，高效回应
群众诉求，力求把信访问题解决在群众
家门口。

睢宁县信访局局长李义告诉记者，全
县在全面畅通“信、访、网、电”信访渠道的
同时，创新整合“书记信箱”“县长信箱”、政
风热线、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等平台，公开
县委书记、县长手机号和微信号，公布各
镇、街道和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及班子成

员、相关业务科室、站（所）、村（社区）负责
人联系方式，公布反映问题信箱、网站等，
得到群众热烈响应。

今年 2 月，凌城镇 1.83 万多户群众收
到镇里发放的《致人民群众的一封信》及
镇主要领导联系卡，许多群众主动添加镇
党委书记许祥春和镇长杜昆鹏为微信好
友。镇党委书记、镇长新增微信好友过百
人，收到反映问题信息数百条，每条均得
到认真答复。

岚山镇把镇领导干部定点接访、重点

约访和带案下访灵活结合起来，构建了“一
键通”接访、下访新模式，镇领导干部主动
上门已成常态，进一步畅通了群众诉求表
达渠道，架起了干群“连心桥”。一批信访
积案、难案得以有效化解，全镇信访量大幅
下降，实现了“小事化解不出村，大事协调
不出镇”。

据悉，“一键通”机制启动以来，睢宁
县各镇（街道）、部门累计接处群众来电、
来信、微信 86256 件，形成交办工单 48490
件，现场解答 28849 件，办理涉及诉求事项
19641 件，办结率 95.7% ，回访满意率达
94.6%，有效促进了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和社
会和谐稳定。

江苏睢宁：“一键通”把信访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