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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 前 ，农 业 农 村 部 发 布
2021 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风险监测）结果，监测数据显示，2021
年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为 97.6%，全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据介绍，2021 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

展了 3 次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
测。全年共监测了 31 个省份 200 个大中
城市的 2095 个菜果茶生产基地、1340 辆
蔬菜和水果运输车、634 个屠宰场、443 个
养殖场、1778 辆（个）水产品运输车或暂
养池、2086 个农产品批发（农贸）市场，抽

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和水产品
等 5 大 类 产 品 114 个 品 种 130 项 参 数
22127 个样品。监测结果显示，蔬菜、水
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抽检合格率
分别为 97.1%、96.5%、98%、98.8%、96.9%。

（下转第二版）

2021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为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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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南粮北调，现在是北粮南调。一些地方大把的良田不种粮
食，要么建养殖场，要么是种花卉果木，那么粮食怎么办？”

良田要种粮，不能“非粮化”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上指出，“过去是南粮北调，现在是北
粮南调。一些地方大把的良田不种粮
食，要么建养殖场，要么是种花卉果木，
那么粮食怎么办？”耕地是粮食生产的
命根子，总书记一语道出了当前粮食生
产的隐患——一些地区出现耕地“非粮
化”现象。

苏湖熟，天下足，自古以来江南鱼米
之乡就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改
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由南向北
加快推进，我国粮食生产和流通格局出
现了全面逆转，东北、黄淮海等北方地区
扛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大把的良田为啥不种粮？答案不
难理解，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更
赚钱。诚然，因地制宜地适度发展经济
作物是满足人们消费需求、提高农民收
入的有效举措，经济上局部上看是可行
的，但是从战略上全局上看是否可行？
粮食安全是否只是主产区的责任？农
业结构调整能否以牺牲粮食为代价？

早在 2013 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任何省区市，无论耕地多少，都要承担
粮食生产责任。如果一个地方真把粮

食生产搞没了，就是抛弃了责任。有关
部门要拿出点硬约束，让地方特别是粮
食主销区切实落实责任。

总书记的论断字字千钧。粮食安全
是重大的战略问题，不能只算经济账、眼
前账，不能只考虑一省一地的局部利益，
无论是主产区、主销区还是产销平衡区，
谁也不是旁观者，谁也不能推诿塞责，总
是伸手要粮，把希望放在调运和进口
上。如果任由耕地“非粮化”蔓延，势必
会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

为什么这样说？我国划出18亿亩
耕地红线，正是基于 14 亿多人口的现
实，平均到每个人仅1亩多，这些耕地是
保证粮食安全的“底线”，侵占不得、破
坏不得。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我们
必须处理好发展粮食生产和发挥比较
效益的关系，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决定
耕地用途，必须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
用于粮食生产；也决定了我们必须举全
国之力解决14亿人口的吃饭大事，不能
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仅仅依靠
某几个粮食主产区。

从政府层面，粮食主产区要努力发
挥优势，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继续为全国作贡献；产销平衡区要加强

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保证粮食基本自
给；主销区要明确粮食生产底线，稳定
和提高粮食自给率。在此基础上，中央
要加快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强化对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的政策约
束，切实落实粮食生产责任。

从农民层面，关键是调动他们的种
粮积极性，只有种粮农民不吃亏、得实
惠，粮食生产势头才能持续向好。要加
强政策激励，构建价格、补贴、保险“三
位一体”扶持政策体系；要鼓励规模经
营，推进统防统治、土地托管等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提高种粮规模效益；要
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粮食经营效益，实
现种粮高质高效。

备预不虞，为国常道。只有把粮食
安全的弦绷得更紧一些，防微杜渐，居
安思危，中国饭碗才能端得更稳更牢。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
批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经各省
推荐、专家评审，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
果蔬“三品一标”基地等 100 个基地成功
入选。

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农业生产
“三品一标”提升行动，指导各地聚焦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在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各级种植业系统主动担当作为，创新

机制，细化措施，大力推进种植业“三品一
标”行动，建设了一批优势特色突出、示范
带动能力强的基地。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 100个种植业“三
品一标”基地呈现四个特点：一是生产管
理水平高。基地优良品种覆盖率 95%以
上，推广节水、节肥、节药绿色先进生产技
术模式，产品质量稳定。二是规模化程度
高。大部分粮食、油料、棉花基地面积超
过 1 万亩，糖料、蔬菜、茶叶、水果基地超

过 5000 亩，中药材、蚕桑基地超过 1000
亩，生产基地呈规模化发展。三是产品品
牌响亮。基地产品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
或农产品产地合格证认证，区域公用品牌
或企业品牌有一定市场影响力。四是示
范带动能力强。大部分基地由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
经营主体牵头，示范带动标准化生产、规
范经营。

龙新

农业农村部公布100个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黄朝武
李纯 余瑶 见习记者 梁嘉伟

高山之巅、江河之畔、沙漠腹地、峡
谷深处，一座座银灰色通信基站拔地而
起、直插云霄，串起一张庞大的信息“高
速”网，打破时空界限，连接每一座城
市、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人。

超半数基站属于这家企业——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我国
基础通信领域领军企业，中国移动耕
耘 21 载，已将通信网络触角延伸至神
州大地每一个角落。特别是近年来，
中国移动奋力做优电信普遍服务，让
亿万农民共享信息通信发展成果，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乡村振兴贡献
了不容忽视的“移动”力量。

“主动服务支撑乡村振兴，是中国
移动坚守红色通信初心使命、落实党
中央重大战略决策的职责所在。”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
事长杨杰说，要积极发挥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主力军作用，将

“ 网 络 + ”扶 贫 模 式 全 面 升 级 为“ 网
络+”乡村振兴新模式，全面实施“数
智乡村振兴计划”，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注智赋能。

高位推进，织密织牢助力
振兴保障体系

对通信行业而言，城乡市场差别
巨大：农村地广人稀，购买力低下，通
信建设运维成本高、收益低，而城市
人口稠密、购买力强，更加适合企业

发展壮大。因此，将有限的资源重点
用以深耕城市，是全球通信行业的普
遍做法。

在 21 世纪初，中国移动率行业之
先，一头扎进了农村市场。 20 余年
来，中国移动在原 832 个贫困县累计
投入超 1000 亿元打造信息基础设施，
在履行央企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同
时，凭借自身强大的专业优势不断开
拓农村“蓝海市场”，为企业发展开辟
广阔空间。

时至今日，我国通信市场日益饱
和，行业竞争更加激烈，随着新型信
息技术兴起，行业转型需求迫切，农村
市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何更好服
务乡村、在助力振兴中寻求新的发展
机遇？ （下转第四版）

中国移动：打造乡村振兴“数智引擎”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2 月 27 日至 28 日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
会，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
经验，坚定历史自信，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
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为主题，联系中央政治局工
作，联系带头严格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联系带头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实际，联系带头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实
际，联系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和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实际，回顾
一年来中央政治局加强自身建设情况，总结成绩，查
摆不足，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会前，有关方面做了认真准备。中央政治局

同志与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听取意见和建议，
撰写发言提纲。会议审议了《关于 2021 年中央政治
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
2021 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
告》。随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逐个发言，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围绕会议主题谈了认

识和思考，并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认真查摆、深刻剖
析，体现了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体现了从
严从实的要求，体现了开诚布公、相互提醒的气氛。

会议强调，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制定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如期打赢
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强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2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12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