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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县中医医院：全力寻包暖人心，患者
财物失而复得

公安部：严打借“灵修”“心灵疗愈”等
名义的非法培训

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有何新亮点？

昨天（23日），《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向社会公布，这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央连续
出台的第 13 个指导“三
农”工作的一号文件。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
哪些亮点？

专家介绍说，今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主题继
续聚焦乡村全面振兴，
在布局结构上有新调整，
重点强调了“两个持
续”“四个着力”。

“两个持续”分别
是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
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通过“两个持续”，
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
贫底线。

“四个着力”分别
是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
业；着力推进乡村建设；
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
化配置体制机制。通过
“四个着力”，完善强
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发展目标有新表述：
“三增”“三个更加”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在“三农”发展具
体目标上，也用了新表
述，具体为“三增”和“三
个更加”。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文
成：锚定农业强国建设
这个目标，实现农业增
效益、农村增活力、农
民增收入。那么做到“三
个更加”，就是农业的
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
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
更加红火。

改革贯穿其中
力争实现重大突破

专家表示，今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改革意
味更加突出。主题继续
聚焦乡村全面振兴，改
革贯穿其中。

专家介绍说，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
各项改革任务，要求到
2029 年全面完成，其中
涉及“三农”工作有多项，
2025 年是关键，要用改
革这个法宝来破解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难题和挑战，力争实现
重大突破。

专家表示，中央一
号文件在土地制度、经
营制度等要素保障和优
化配置改革方面，都作
出了具体部署。人、地、
钱等要素保障，将加大
向农村倾斜力度。同时，
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在城
市实现同地、同权、同
服务。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文
成：让他们能够彻底融
入城市，但同时还要给
他们留有退路。所以在
农村要保留他们的土地
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
和集体收益分配权，这
是我们国家在进行新型
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的制度安排。

专家表示，中央一
号文件的改革举措有很
多新突破，进一步增加
了政策温度：

在耕地的非粮化治
理上，提出要根据产业
发展情况、作物生长周
期，设置过渡期。

在秸秆禁烧问题上，
要求设立禁烧范围，对
禁烧的范围时间节点作
出规定。

这些举措都是为了
防止出现政策执行中的
一刀切。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文
成：这样体现了我们改
革系统集成、协同推进
的要求，所以使得我们

的政策就更有温度，更
体现我们尊重农民意愿、
以人为本的这些要求。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

建设农业强国，利
器在科技。中央一号文
件的一个新提法，就是
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
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专家表示，因地制
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要充分应用以人工智能、
数字技术、现代生物技
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成果，全方位提升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
长 林万龙：我们作为一
个人口众多、资源有限
的大国，怎么确保中国
的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的供给，在这个方面
需要大幅度地提高农业
生产力，才能够很好地
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
代化。在这个方面，现
代前沿科技应用对于我
们来说非常重要。

专家表示，要做好
顶层制度设计，构建适
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
制机制。培养战略科学
家、青年人才，整体上
带动我国农业生产力实
现跨越式发展和进步。
同时，构建农业科技创
新体系，打造自主创新
平台，来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赋能乡村全面
振兴。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文
成：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特别提出要推进协同攻
关，这是针对我们当前
科技创新面临的一些突
出问题而提出的一个重
要政策。要构建一个协
同攻关的这样的体制和
机制，然后在整个国家
农业的科技创新体系中，
统筹各种力量，搭建起
科技创新的平台来形成
的协同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关键
词：县域 富民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另一大亮点，是立足
城乡融合来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提出着力壮大
县域富民产业，完善联
农带农机制。

专家介绍说，当前，
城乡融合发展进入新阶
段，县域成为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主战场，是
推进城乡融合的载体和
切入点。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乡村产业发展的关
键词之一就是“县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
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涂

圣伟：基于县域的维度
来统筹城乡的产业的发
展，一方面能够承接大
中城市的产业转移、知
识外溢，同时能够在更
大的空间尺度把城乡的
资源要素组织和配置起
来，同时也能够在更深
程度上把城乡的生产和
消费结合起来，从而推
动城乡的融合发展。

专家表示，县域产
业的发展要能够带动城
乡居民收入增长，走向
共同富裕。因此，发展
产业，中央一号文件强
调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富
民”，提出完善联农带
农机制。这是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带动小农户
共同富裕的一种制度性
安排。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文
成：可以说带动农民发
展的这种利益联结机制，
还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在这
个方面写得比较实，要
求得比较具体，要求扶
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
政策，一定要跟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挂钩。

（总台央视记者 王
凯博 陈博 薛建启）

春节后，医院迎来
了就诊高峰，宁远县中
医医院上演了一场暖心
故事，医院保卫科工作
人员凭借高度负责的态
度和专业的工作能力，
成功帮助患者找回丢失
的钱包，赢得患者及其
家属的衷心感谢与赞誉。

近日，糖尿病科患
者李某在住院期间不慎
遗失钱包，内有身份证
以及现金 12000 元。钱
包丢失后，心急如焚的
患者立即向医院保卫科
求助，保卫科工作人员
冯浩接待了患者，详细
询问了患者可能丢失钱
包的地点和时间，并迅
速展开寻包行动。

冯浩通过医院监控
系统，仔细查看患者行
动轨迹，不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经过 2 个多小
时的不懈努力，终于为
患者找到了遗失的钱包。

当失而复得的钱包
重新回到患者手中时，
患者激动不已，连连道
谢。她表示，钱包里的
一万余元钱是住院治疗
用的，而且证件一旦丢
失，补办手续繁琐，多
亏了保卫科工作人员的
热心帮助，才让自己免
去了诸多麻烦。

冯浩表示，这只是
他份内之事，“患者来
医院看病本就不容易，
在医院里丢了钱肯定特

别着急，能帮他们找回
失物，我也很开心。”
他朴实的话语，却彰显
出了高尚的职业操守和
善良的人性光辉。

此次事件不仅展现
了医院保安的责任心和
爱心，也为新年后的医
院工作注入了一股暖流，
让患者真切感受到了医
院的人文关怀。一直以
来，宁远县中医医院都
十分注重提升服务质量，
从医护人员的专业诊疗
到后勤保障人员的贴心
服务，他们以实际行动践
行良好的医德医风，让
患者享受致全方位、有
温度的医疗服务。(通讯
员 蒋艳 记者 叶亚山 )

反邪教工作事关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024 年，全国公安机关
从防范风险、依法打击、
综合治理等方面同步发
力，坚决遏制各类邪教
组织发展蔓延，有效防
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有力维护了国家政治安
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公安机关持续推进
打击“法轮功”“全能神”
等专项行动，强化各项工
作措施，严打严防邪教组
织违法犯罪活动。为全力
遏制邪教组织蔓延，各地
公安机关持续深化“春雨
工程”，深入农村基层社
区，针对性开展心理疏导
和帮扶工作。特别是帮助
误入邪教的群众积极融

入社会生活，解决家庭实
际困难，有力巩固了反邪
教工作成果，营造了和谐
安定的社会环境。

在深入开展反邪教
斗争的同时，公安机关
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依法对借
“灵修”等名义从事非
法培训活动的机构进行
严厉打击，依法查处了
一批打着“心灵疗愈”“激
发潜能”等旗号从事非
法培训活动的组织，有
效遏制了此类活动的蔓
延，维护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
全。

各地公安机关还深
入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
“进乡村”“进高校”“进

中小学”“进社区”“进
机关”“进企业”等“六
进”活动，持续筑牢防
范遏制邪教渗透的思想
防线，铲除邪教滋生土
壤。2024 年，全国公安
机关共组织开展相关活
动 5.6 万余场，触达群
众 1700 余万人，1800 余
万网民参与“对邪教说
不”网上签名活动。

公安机关将严密防
范和严厉打击邪教活动，
最大限度挤压邪教生存
空间，全力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机关
郑重提醒广大群众，务必
对邪教及非法培训活动
保持警惕，认清其本质与
严重危害，自觉主动抵制。

总台央视记者 陈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