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15日 星期三 农历辛丑年十一月十二 十一月十八冬至 第11992期（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5 邮发代号：1-39 农民日报社出版 E-mail：zbs2250@263.net

中国农网 网址：www.farmer.com.cn

FARMERS’DAILY 农民日报
新闻客户端

农民日报
官方微信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系列谈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 刘自艰

年度建设 1 亿亩高标准农田，中央补
助资金超 1000亿元；印发新一轮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划，绘就今后 10 年农田建设蓝
图；编制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统
筹谋划未来 5年如何抓好黑土地保护这件
大事；在耕地退化区域开展综合治理，探索
解决土壤酸化和盐碱地问题……“十四五”
开局之年，全国农田建设和耕地保护工作
交上了一张亮眼答卷。

特殊之年，粮稳国安。今年是建党100
周年、“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小康建成之
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牢牢把住粮食安全
主动权，抓好农田建设和耕地保护各项工
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为此，农业农村部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紧紧扭
住耕地这个要害，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和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发挥了有力支撑作用。

近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高标准

农田功不可没。相
较于一般农田，高标
准农田具有耕地质
量高、资源利用效率

高、抗灾能力高、产出能力高的优势和特
点，是耕地中的精品，是巩固和提升粮食
产能的关键举措，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的
现实最优解。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
建设。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 8
亿亩高标准农田。2021 年，全国将新建 1
亿亩高标准农田，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首
先得确保建设资金跟得上。

2021 年中央补助资金约 1008 亿元，
积极引导各地拓宽资金渠道。 2021 年
1-10 月，省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投入
279.07 亿元，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投入
122.94 亿元。

在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上，一些
地方的做法可圈可点。山东省将高标准农
田建设纳入涉农资金整合的约束性任务，
2021 年财政亩均投资达 1500 元以上。湖
南省指导各地充分利用新增耕地指标调剂
收益等政策，加强同金融机构合作，探索先
建后补、以奖代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
方式，引入新型经营主体投资、农民主动筹
资投劳，撬动金融资本、地方债券和社会资
本投入达9亿元以上。

通过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高标准
农田亩均投入实现不断增长。今年，江

苏省南通市通过鼓励县级政府申报发行
债 券 ，将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投 资 标 准 由
1750 元/亩提高到 2500 元/亩，再提高到
3500 元/亩。

真金白银投，还要扎实推进干。从年
初到年尾，农业农村部先后召开高标准农
田建设视频会和全国农田建设工作现场
会，同时配合筹备国务院冬春农田水利暨
高标准农田建设电视电话会议。通过一
次次高规格会议，不断部署和推动各地完
成年度建设任务。与此同时，通过按月调
度、定期通报，采取派工作组、电话约谈、
短信提醒等方式，对建设进展偏慢地区开
展督导。

今年 1-10 月，全国新建高标准农田
8083 万亩，完成高效节水灌溉 2192 万亩，
分别占年度任务量的 80.8%和 146%，为完
成2021年建设1亿亩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
基础。

乘势而上谋新篇。今年 9 月，国务院
批复同意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划（2021-2030 年）》，明确到 2025 年建成
10.75 亿亩，并改造提升现有高标准农田
1.05 亿亩；到 2030 年建成 12 亿亩，并改造
提升现有高标准农田 2.8 亿亩，全国高标
准农田建设亩均投资一般应逐步达到
3000 元左右，为今后十年全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明确了目标任务、“时间表”和“施
工图”。

（下转第五版）

扭住要害不放松 藏粮于地开新局

部署实施1亿亩新建任
务，推动农田建设再上新台阶

标题新闻习近平就美国中部地区遭遇严重龙卷风灾害向美国总统拜登致慰问电（据新华社电）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中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
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我国文
艺繁荣发展大计。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代表，并通过你们向
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
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
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
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中

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
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建立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
域中的目的。” （下转第二版）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2021年12月14日）

习近平

共同富裕就是同时、同步、同等富
裕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实
现 14 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
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
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
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
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
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
能齐头并进。”总书记的讲话一针见
血，一锤定音，深刻阐释了推进共同富
裕绝不能搞运动式共同富裕，绝不能
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情，而是要稳健
向前发展，一步步朝着既定目标扎实
前行。

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不能
“劫富济贫拉平均”。共同富裕的实现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一口吃成胖
子”，也不能“打土豪分田地”，而要沿
着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进
程共同奋斗。历史一再证明，想通过

“平均分配”，让所有人在某一时点都
实现富裕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
的。如果简单地采取“均贫富”手段，
就好比是把高个子的腿截下来一段接
到矮个子腿上，不仅不能同时富裕，还

可能导致共同落后、共同贫穷，社会发
展停滞不前。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
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后，再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走向
共同富裕，这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的共富之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
继续把蛋糕做大、把经济做强做优，调
节好财产增量，不断提高人们尤其是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将是
重点任务。

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不应
“整齐划一齐步走”。共同富裕是一个
长远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实事求
是充分估计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
性，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更
不能整齐划一、齐头并进。回顾改革
开放40多年，从解决温饱到摆脱贫困，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我国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一
不是分步骤、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推
动共同富裕同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倘若要求所有人以同样的速度和
步调“齐步走”，就如同一窝蜂挤公交
车一般谁也上不去，若是分先后排队，
反而容易上车。只有正确认识我们所

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有计划统
筹协调，分步骤有序推进，一件接着一
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才能更充分激
发社会各方面的创造力，让一切创造
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共同富裕不等于同等富裕，不是“绝
对相同无差别”。共富路上，缩小城乡、
区域差距，并不是完全消除差距，更不是
一味抹杀差别。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
多，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发展起点和发
展阶段各不相同，每个人的发展能力也
存在差异，如果忽略具体情况，要求所有
区域、所有人群达到同等程度的富裕，无
异于削峰填谷，消弥个性，那只会是死水
一潭。只有承认这种差别和差异，因地
制宜，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人们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积极性，最终开创出“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共富景象。

一言以蔽之，把共同富裕等同于
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既不
科学，也不现实，更无可能。唯有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久久为
功，在共同富裕之路才会行稳致远，共
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也必将在中华大地
迤逦铺展。

共同富裕为什么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1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
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

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实践
充分证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
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广大文艺工作者无愧于
党和人民的期待与要求。

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
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
重任在肩、大有作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
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
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

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
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
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
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
力、精神推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上午 10 时 30 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

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

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代表和
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

增 强 文 化 自 觉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12月14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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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12月14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大会。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