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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农村部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④

新华社北京 11月 4日电 11 月 4 日
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四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
题为《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的主旨
演讲。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同出席第四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位嘉宾、新老
朋友“云端”相聚。中国历来言必信、行
必果。我在第三届进博会上宣布的扩大
开放举措已经基本落实。中国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推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
是去年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
献。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要把握经济全球
化发展大势，支持世界各国扩大开放，反
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人类走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
标识。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20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
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
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这 20年，
是中国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 20 年，是中
国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 20 年，是中国主
动担责、造福世界的20年。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

市场机遇，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共同利益

11月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尊敬的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尊敬的各代表团团长，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很高兴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之际，同大家“云端”相聚。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位嘉宾，表示热
烈的欢迎！向各位新老朋友，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愿！

中国历来言必信、行必果。我在第三届进博会上宣
布的扩大开放举措已经基本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跨
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已经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
新不断推进，外资准入持续放宽，营商环境继续改善，中
欧投资协定谈判业已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国内核准率先完成。中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
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是去年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
长的主要经济体，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
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有关研究表明，10
年来“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全球开放共识弱化，这
值得高度关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要把握经济
全球化发展大势，支持世界各国扩大开放，反对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推动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今年是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20周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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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21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致贺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田

金秋时节，机声隆隆粮飘香！伴随着粒粒粮食收获入仓，我们又
迎来了一个丰收季。今年秋粮增产已成定局，这一消息振奋人心。

然而，针对秋粮增产社会上也存在一些疑问，今年河南、山西
等地遭遇大暴雨，西北多地遭遇旱情，加上玉米面临草地贪夜蛾
威胁、水稻面临“两迁”害虫等威胁，这必然对粮食丰收造成一定
影响。

那么我们的丰收是实实在在的吗？带着疑问，记者梳理秋粮
生产过程中的各类信息，请教相关专业人士，共同解答今年我们是
如何实现“龙口”“虫口”夺粮的。

河南、山西等省遭遇极端强降雨，西北局地出
现严重夏旱造成秋粮减产，为什么全国秋粮还能
丰收？

正值秋粮生长的关键时期，今夏的一场大暴雨让全国人民都
为河南捏了一把汗。而到秋收时期北方出现多年少见持续连阴
雨，晋陕豫冀鲁等省降雨量显著偏多，特别是山西等地强降雨过程
叠加，给秋收带来了不利影响，进度较常年明显偏慢，局部秋粮受
损严重。

中央气象台正研级高级工程师赵秀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今年秋粮生长季天气气候形势复杂多样，局地暴雨洪涝频发，
盛夏河南等地发生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天气过程，陕甘宁多地出

现严重阶段性夏旱。不可否认，在少部分地区，粮食确实因灾减
产了。

但这些极端天气对我国粮食生产全局影响有多大？从 10 月
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得到答案：除受
灾地区外，其他主产区秋粮多数是增产的，特别是东北4省区增得
比较多，全国有减有增，增得比减得多，算总账，全国秋粮是增的。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今年河南秋粮受灾面积1100万亩，占
河南全省秋粮面积的 14%，占全国秋粮面积不到 1%。山西、陕西、
甘肃、宁夏等地因旱受灾1930多万亩，占全国的1.5%，而且杂粮杂
豆等低产作物占比较大，所以对全国的影响也有限。从占比上看，
旱涝等灾害对全国粮食全局影响有限。

我国地域辽阔，种植制度复杂，灾害年年有、季季有。实际上，
除去少部分地方的极端天气，与往年相比，今年已经算是“天帮
忙”。赵秀兰告诉记者，今年全国秋粮主产区春播以来，大部气温
接近常年同期或略偏高，日照接近常年或略偏少，降水量接近常年
或偏多，大部农区光热适宜、降水充沛，农业蓄水较充足，干旱、初
霜冻、寒露风等农业气象灾害影响较常年明显偏轻，从全国整体来
看今年气候条件对秋粮生产影响利大于弊。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数据也表明，今年农作物受灾面积1亿亩
左右，而近十年平均每年农作物受灾3.6亿亩。从受灾面积和受灾
程度看，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局部灾情确实很重，但是总的看，全
国农业受灾程度是轻于常年的。

所以说，从总体上看，今年气象条件是有利于秋粮作物生长发
育和产量形成的。

天帮忙，人更努力。今年汛期，农业农村部与水利、应急管理、
气象等部门协同配合，及早制定预案，及时安排部署，组织开展防
灾减灾夺丰收包省包片督导，全力打好抗灾夺丰收攻坚战。

（下转第三版）

防灾减灾 知天而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余瑶 梁冰清

11 月 4 日，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冬明春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供情况，就社会关注的
热点话题一一回应。农业农村部市场
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种植业管理司
副司长刘莉华、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陈

光华、渔业渔政管理局一级巡视员李
书民出席发布会并答记者问。农业农
村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刘均
勇主持发布会。

问粮食：今年粮食生产情
况如何，前期连续阴雨天气对
秋冬种影响多大？

刘莉华介绍，目前，全国秋粮收获

已过九成，虽然河南、山西、陕西因严重
的洪涝和干旱致秋粮减产，但其他主产
区多数增产，尤其东北地区增产比较
多。全国有增有减，增的比减的多，秋
粮增产已成定局。加之夏粮增产 59.3
亿斤，早稻增产 14.5 亿斤，今年的粮食
产量将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稳定在1.3
万亿斤以上。

（下转第二版）

农业农村部就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回应关切——

秋冬种进展好于预期 蔬菜供应总量充足

□□ 新华社记者

东海之滨，长江奔腾，以万里奔流积蓄之
伟力，书写着新时代江海交汇的新的传奇。

2018年11月5日，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式。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将支
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
战略”，赋予长三角重大历史使命，注入强大
发展动能。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
略，是新时代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完善我国
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打造我国发展强劲活跃
增长极的重大举措。

大江奔流千帆竞。3年来，这片充满活力
的土地，牢牢把握重大历史机遇，紧扣一体化
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奏响改革开放创新交
响曲，激荡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加快崛

起为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

东风浩荡展新篇

2020 年 8 月 20 日，一场由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以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
主题的座谈会在安徽合肥举行。

这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就这一重大战略专
门召开座谈会进行重要部署。（下转第三版）

打造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纪实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全国冬春农
田水利暨高标准农田建设电视电话会议11
月 4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
出：农田水利建设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大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加快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抓
好规划落实，抓住今冬明春时机，扎实推进
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抓紧修复水
毁灾毁农田设施，加快建设一批重点水利
工程，进一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
和综合生产能力。层层压实责任，强化资
金投入保障，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和农民群
众积极参与农田建设及管护，形成工作合

力，确保建设标准和质量，完成好各项建设
任务，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扎实推进农田水利
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水利高质量发展，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胡春华指出，近年来农田水利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为实现抗灾夺
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抓紧谋划建设好
国家水网、破除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制约，
扎实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强大中型

灌区建设改造，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提高水安全保障水平。要加快耕地建设、
破除土地资源制约，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
和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努力增加耕地灌溉
面积，积极挖掘潜力新建耕地，不断提高耕
地质量。要持续兴修水利基础设施、提高
防灾减灾能力，完善水利防汛抗旱基础设
施体系，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要提升农村供水
保障水平、满足农民现代生活需要，加快推
进供水工程改造提升，守住饮水安全底线，
健全符合农村特点的长效运行管护机制。

胡春华强调，要着力做好今冬明春农业
农村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冬小麦、油菜生产，
强化猪肉、蔬菜等菜篮子产品生产供应，保
障好农村基本民生，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李克强对全国冬春农田水利暨高标准农田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扎 实 推 进 农 田 水 利 和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进一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综合生产能力

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据中国气象局预计，11月 4-7
日，我国将出现大范围雨雪、大风和强降温
天气过程，将给局部地区农业生产带来不利
影响。当前正值秋收秋种扫尾和冬春蔬菜
生产供应的关键时期。为切实做好寒潮天
气防范应对工作，11月4日，农业农村部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把做好寒潮防范应对作为
当前农业生产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
层层压实责任，主动科学应对，强化指导服
务，切实把寒潮影响降到最低，确保秋种任
务顺利完成、蔬菜等作物生产保持稳定。

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及时与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沟通会商，分
析研判寒潮天气对秋收秋种、蔬菜等作物
生产的影响，组织专家制定完善防范预案，
明确防范的重点地区、重点作物、重点时
段，并提出防范的具体措施。通过广播、电
视、手机短信、微信等多种方式，第一时间
将预警信息和应对措施通知到生产主体，
主动避灾、科学防灾。强化灾情监测调度，
及早发现、准确评估，及时报送灾情信息和
抗灾工作进展。

抓好秋收秋种扫尾。东北地区要抢时
做好秋收扫尾工作，防止出现“雪捂粮”，确
保颗粒归仓。北方冬麦区要赶在寒潮天气
来临前，动员组织机械、人力抢播冬小麦，
能早一天是一天。已播地块因地制宜落实
好播后镇压、避免土壤悬松造成冻害；已出
苗地块适时补肥，提高抗寒能力。

搞好蔬菜等作物抗寒防冻。北方设施
蔬菜产区，及时加固温室大棚等设施，调控
温度湿度，增强设施保温抗寒能力。

（下转第二版）

农业农村部紧急部署寒潮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