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 2025 年 3 月 7 日 星期五 责编：刘鹏飞 版式：汤雪莹
  08

2025 中国经济，搏击风浪、奋力向前 湖南双牌智慧育秧助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我国有 14 亿多人
口，9 亿多人常住在城
镇，近 5 亿人在乡村。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处
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
系至关重要。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统筹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
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
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
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
流动，推动城乡共同繁
荣发展。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

在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乡村
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
干事创业的舞台。中央
农办主任韩文秀介绍，
2024 年我国粮食产量再
创新高，各类农产品供
给充裕。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23119
元，同比实际增长 6.3%，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进一
步缩小到 2.34 ∶ 1。农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不断完善，新建和改建
农村公路 13 万公里，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4%，
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
超 95%，农村民生事业
取得新进步。

尽管取得巨大成就，

但乡村发展依然存在短
板。农业农村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
研究室副研究员栾健认
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仍面临深层次制度性障
碍，城乡统一要素市场
尚未完全建立；城乡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
距依然较大，城乡居民
发展机会不平等的现象
仍然存在。可以说，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
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
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
农村。必须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让农业农
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
队、赶上来。

各地正以更有力的
举措引导人才、资金、
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
业农村流动，提高乡村
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
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
舒适度。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张兴旺介绍，我国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2024 年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到 75% 左右，生活垃
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
村比例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生活污水治理（管
控）率达到 45% 以上。
乡村道路、供水、通邮
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
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

城与乡正双向赋能。

一方面，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的城市取消落
户限制，以县城为重要
载体的城镇化深入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
伐加快。另一方面，城
市各类人员返乡入乡创
业创新，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金融支农
力度持续加大。总体看，
城乡一体化水平大幅提
升，城乡产业协同性不
断增强，城市与乡村日
益成为发展的共同体。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人是新型城镇化的
关键，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是重要考量。从加
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到
保障随迁子女入学，再
到健全灵活就业人员、
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
员社保制度，各地坚持
以人为本，城市大门越
开越大，越来越多农业
转移人口进得来、留得
下、融得进。

2024 年 7 月，国务
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
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
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
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
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
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
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
人口同等权利，逐步使
未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均

等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加快
融入城市。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重庆正围绕人才落户、
租房落户、就业创业落
户等，研究制定进一步
放宽城镇落户限制的政
策举措，促进在城镇稳
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
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
举家落户。健全常住地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着力解决农业转移人口
最关注的教育、住房等
问题，保障随迁子女与
城市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
人口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让能进城愿进城的，更
快更好融入城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
见》明确，进一步放开
放宽城镇落户限制，推
动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
在城镇落户。国家医保
局明确，各地要落实持
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工作，放开非本地户
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常
住地、就业地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2025 年将继续增加保障
性住房供给，帮助新市
民、农民工等实现安居。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是一项重大
任务。这要求把城市和
乡村作为一个整体，以
城乡融合发展统揽“三
农”工作全局，以完善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统揽乡村振兴全局，从
而打通要素流动壁垒，
解决好农民的就业和收
入问题，推动城市乡村
共同繁荣。

韩文秀表示，当前，
我国新型城镇化仍在稳
步推进，农民进城是大
趋势，要把该打开的“城
门”打开。现在，很多
农民工和其他人员在城
镇常住，但就业稳定性
还不够强，享有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
平还不高，要多措并举
把他们稳定下来，促进
他们融入城镇。同时，
也要注意维护进城落户
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
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
配权，探索自愿有偿退
出办法，不能强迫农民
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
为进城落户条件。

城乡融合发展，要
完善“人地钱”挂钩激
励性配套机制。农业农
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金融保险研究室副研究

员靳少泽建议，加大中
央财政对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奖励支持力度，
完善对各地特别是潜力
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激励政策，进一步
推动转移支付、要素配
置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挂钩，强化正向激
励效果。建立健全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评价体
系和考核机制，重点评
价各地对常住人口特别
是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
共服务的覆盖度。

城乡融合发展，要
健全完善农民收入增长
机制。近年来，全国农
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
于城镇居民。农业农村
部表示，将继续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各地
纷纷定下目标：吉林省
提出，实施农民工资性
收入提升行动；海南省
明确，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7.5%
左右；云南省提出，实
施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
行动。专家表示，要通
过产业拉动、就业带动、
改革促动，不断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广
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

（经济日报记者 乔
金亮 祝君壁）

迎接全国两会特稿｜谱写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

分繁重，如何落

实好、完成好？各地正

以实际行动表明决心态

度：顺时而动、因机而

发，在实干中跑出加速

度。

信心，来自对中国

经济长期发展态势的正

确认识。

近年来，中国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尤其是过去一年很

不平凡，走出了前高、

中低、后扬的增长曲线，

交出了一份难能可贵、

成色十足的成绩单。

这背后，是支撑中

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

种种优势：

我国具有显著的

制度优势，有超大规模

市场、完备产业体系、

丰富人力人才资源等诸

多优势条件，有长远规

划、科学调控、上下协

同的有效治理机制，有

需求升级、结构优化、

动能转换的广阔增量空

间，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

改变。

信心，来自人心汇

聚的力量。

近 3000 名全国人

大代表，2000多名全国

政协委员，带着社情民

意、满怀信心期待，肩

负 14 亿多人的期盼，

汇聚一堂，共商国是。

人是干事创业的主

体，是高质量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投资于人”，形

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的良性循环。从发放育

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

一体服务，到扩大高中

阶段教育学位供给、逐

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

再到提高技能人才待遇

水平，鲜明的民生导向，

在惠民生中促发展。

弘扬科学家精神，

推动形成鼓励探索、宽

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大

力支持、大胆使用青年

科技人才；让广大干部

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

干实事上……激发“人”

的潜力，最大程度释放

发展动能，营造开拓进

取的良好氛围。

诗人写下“相信相

信的力量”，表达质朴

的哲学：信念能够团结

你我、战胜困难。

高质量发展的航道

上，尽管波涛汹涌、风

雨常有，中国经济这艘

巨轮，依然加足动力、

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中新网永州 3 月 7
日电 ( 唐小晴 袁程 盘
春红 )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
时节，位于湖南双牌县
泷泊镇永岚产业园的集
中育秧基地一派繁忙。

走进集中育秧基地，
自动化的“链式上循环
育苗”生产线有序运转。
现场负责人根据当日温
度、湿度，实时设定育
秧生产线的循环转速和
自动喷水功能后，秧盘
便上下循环转动，均匀
接受光合作用。

“秧苗催芽后就运
送到自动生产线上来，
通过控制一体化电机箱
实现秧盘上下运动、自
动旋转和均匀见光，可
自动喷水保持秧苗湿
度。”永州市自强和美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绪文说，这种自动
化的“链式上循环育苗”
生产线不仅能保障秧苗

质量，还能有效节省育
秧时间和空间。

他表示，按照当前
育秧速度，这条自动化
的“链式上循环育苗”
生产线可实现早稻连续
三次育秧。“基地还采
用大棚集中育秧，两者
可为 8000 亩农田提供优
质秧苗种植。”

今年，双牌计划完
成早稻种植面积 6.5 万
亩。为保障粮食生产提
质增效，该县不断加快

推进水稻集中育秧设施
建设，提高水稻育秧集
约化、标准化、高效化
水平，全年计划完成早
稻集中育秧面积5万亩，
建立 4 个以上规模集中
育秧示范基地。

双牌县农业农村局
还选派经验丰富、技术
精湛的高中级农艺师，
组成专业技术指导小组，
深入基层生产一线指导
春耕春管，为粮食生产
保驾护航。

自动化的“链式上循环育苗”生产线正在培育今年
首批早稻秧苗。赵李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