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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列入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并明确为约束性目

标，数值为 6.5 亿吨，即 1.3 万亿斤。粮

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作为国家安全的

重要方面，其分量举足轻重、意义非同

寻常。无论是强调当期粮食产量还是

预期粮食产能，都体现了中央对粮食安

全的极端重视。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粮食安全形

势最好的时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

提升，有力支撑了重要农产品供给。从

科技来看，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0%，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 96%以

上，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1%。从

耕地来看，划定 9 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 1 亿亩大豆生产保护区，农田有效灌

溉面积超过 10 亿亩，建成 8 亿亩“一季

千斤、两季吨粮”的高标准农田。这些

数据反映在粮食产量上，就是总产站稳

在1.3万亿斤台阶。

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高强表示，我国粮食安全当前供给

没有问题，中长期供应也有保障。然

而，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发展格局的一大

变量是粮食。“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

供求紧平衡的格局不会改变。比如，谷

物和谷物粉进口依然存在，大豆仍将是

进口量最大的粮食品种。随着城镇化

推进和消费升级，粮食需求仍将保持刚

性增长，而粮食生产又面临水土资源的

硬约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中国特

色粮食安全之路，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

头等大事，也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首要任务。高强表示，去年国家对粮食

生产采取了多年少有的超常规举措。

比如，在大规模春播前，就将粮食生产

目标下达各省级人民政府；在恢复双季

稻、提高最低收购价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此次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列入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首次设置粮食安

全指标，就是要释放强烈信号，要求各

级政府强化硬约束、出台硬措施，牢牢

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粮食

产能要确保在 1.3 万亿斤以上，从品种

看要做到“两稳一增”：稳口粮，即确保

口粮绝对安全，南方双季稻扩种的面积

要稳住、单产要提高，黄淮海和西北地

区小麦面积要力争有所恢复；增玉米，

要重点扩大东北地区和黄淮海地区玉

米面积；稳大豆，要继续实施大豆振兴

计划，力争面积稳定在1.4亿亩以上。

专家认为，从中长期看，提升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需要的时候产

得出、供得上，要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

要害，从基础上为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今年，农业农村部计划建设 1 亿亩

高标准农田，任务量比去年增加 25%。

同时，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开展

保护性耕作 6000 万亩。唐仁健表示，

确保耕地数量，要坚决遏制“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18 亿亩耕地是吃饭的

家底，必须坚决守住红线。同时，由于

我国耕地总量少，不可能什么都种，必

须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把

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中国农业科

学院副院长万建民表示，我国种业自主

创新与发达国家有差距，有些品种单产

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核心技术原创

不足，商业化育种体系不够健全。要把

种业作为“十四五”农业科技攻关的重点

任务来抓，确保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具体如何行动？万建民认为，一要

打牢基础，建好种质资源库和种业基

地。现有农作物资源库容量为40万份，

新库建成使用后可保存150万份种质资

源，这是种业创新的物质基础。目前已

有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种业基

地，下一步要打造国家南繁硅谷等种业

基地。二要加大创新，加快启动实施种

源“卡脖子”攻关和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

计划。水稻、小麦要加快优质专用品种

选育、保持竞争力，大豆要加快高产高油

高蛋白品种选育，生猪、奶牛等品种关键

性能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2020 年 12 月 30 日，正是岁末年初、

辞旧迎新之际，中南海里依然政务繁忙。

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在即将跨越 2020 年的重要时间节

点，全面总结回顾全面深化改革这场历

时7年多的伟大变革。

“我们 7 年多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成

就，都在这里了，沉甸甸的！”举起手中

2 万余字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

面深化改革总结评估报告，习近平总书记

感慨地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

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提出到 2020年在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

果的目标任务。

7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

指挥下，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

度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

的藩篱，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

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全面深化改革

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

七载奋斗，九万里风鹏正举；

百年追梦，快马加鞭未下鞍！

又是春潮拍岸时。当年一笔一画勾

勒的改革蓝图，已化作大潮涌动、千帆竞

发，云卷云舒、峰峦莽苍的壮美画卷。

这是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这是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

止境。

40 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是我们

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

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引领的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

将这场伟大觉醒引向更高境界。

时间回到2012年金秋。

在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中，中共中央

领导集体完成新老交替，习近平当选为

中共中央总书记。

此时的中国，再次来到了事关前途

命运的历史关口。虽然已经高居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

次矛盾不断积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

更重要的是，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层

面的问题，必须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改不改、如何改？按部就班还是激流勇进？头痛医头还

是系统全面？直面问题还是绕道而行？一道道不得不回答

的时代课题，摆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12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赴地方考察调研，直奔南海

之滨的改革开放前沿广东。

地处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铜像屹立山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缓步向

前，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仔细整理缎带，带领大家三鞠躬。

“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

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

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说。

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唤醒了中国沉睡的

力量，让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的伟大革命，将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更加

壮阔的航程。

也正是这次广东之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重要论断。

其一，是“关键一招”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

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

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

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关键一招、活力之源、重要法宝、必

由之路……这些形象生动、精辟深刻的

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历史定位和重大意义，将改革之于国

家、于民族的意义阐释得淋漓尽致，凝

聚起全党全国要改革、盼改革的强烈呼

声和磅礴力量。

其二，是“正确道路”论。习近平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的改革

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

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

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

关键就在于我们始终走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上。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正

确道路的重要论述，澄清了许多认识误

区、把准了前进方向，保障了全面深化

改革事业始终走得正、行得稳。

离开莲花山前，习近平总书记挥锹

铲土，在一片开阔草地上亲手种下一棵

高山榕。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辉煌历史，理论

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

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推动各项事

业发展实现新的历史跨越。

2013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起草的

纲领性文件，在全会上获得通过。

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决定，

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提出的全

面深化改革目标，凝结着我们党领导改

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

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下达军令状，吹响集合号，各方面军迅速挺进全面深化

改革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稳掌重舵、力担千钧，始终坚持

以思想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又以不断总结升华实践经验

推动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

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广东深圳，到农村改革发

源地安徽小岗，从对外开放新高地海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引领区上海浦东……7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每一

个当代中国改革地标，有的地方甚至去了多次。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留下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身影。在一次次

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谋划改革全局、

推动改革实践。

在每一至两个月召开一次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都针对当前改革实践的推

进情况，讲方法、明路径、指方向。对于各领域改革中具有方

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以宏大

的历史视野、强烈的使命担当，登高望远、把脉定向。

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的思考更加成熟，一系列改革新思想应运而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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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能为何成为主要指标
本报记者 乔金亮

3 月 18 日，财政部发

布财政收支数据显示，今

年前 2 个月全国财政收入

和支出均实现较快增长，

分 别 达 到 18.7% 、10.5% 。

财政收入为何能实现较快

增长？从哪些方面反映经

济运行特点？今年的财政

支出能否得到有效保障？就相关问题，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了专家学者。

主体税种增幅大

统计显示，前 2 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41805 亿元，实现恢复性增长，这主要是

受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和去年同期收入基数较

低影响。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7%。

“今年开局的财政收支运行平稳，体现了

经济恢复性增长对财政收支的支撑，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充分发挥。”中国财政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

入组成。1月至 2月累计，全国税收收入同比

增长 18.9%。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 19.9%，主

要是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以及工业品出

厂价格回升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 13.2%，

主要是企业利润稳步增长。“税收收入快速增

长反映整体市场活力增强，企业交易行为活

跃，经济活力增强，带动了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等多个税种收入增幅较大。”北京国家会计

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展望全年形势，白景明认为，财政收支运

行会保持紧平衡状态，主要原因是目前经济

还处在恢复性增长，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还

需进一步巩固；同时，今年减税降费保持较大

力度，支出增长刚性比较强。

保障基层“三保”支出

1月至 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733亿元，同比增长 10.5%。其中，教育支出

5749 亿元，同比增长 16.2%；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6784 亿元，同比增长 10.5%；卫生健康支

出 3074 亿元，在去年同期增长 22.7%的基础

上，今年继续增长13.2%。

“今年前 2 个月保持了一定的支出强度，

体现出我国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

性。支出增幅较大集中于教育、就业、医疗卫

生和社保等领域，反映出对民生的关注及对

基层的倾斜。”李旭红说。

此外，中央本级支出同比下降 10.2%，扣

除去年同期铁路运输支出不可比因素后下降

5.5%，体现了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

在收支矛盾总体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如

何保障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

运转）的支出？财政部表示，中央财政始终将

基层“三保”作为预算安排的重中之重。2021

年在实际新增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压本

级、调结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剔除特殊转

移支付后实际增长7.8%。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建立常态化

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将 2.8万亿元

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机制、规模明显大于

去年。“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我国在疫情防控

背景下探索出的一项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旨

在确保中央财政资金‘一竿子插到底’，有效

防范资金分散和截留，确保资金能够精准落

实到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中央财经大学副

校长马海涛表示。

专项债券紧跟项目

今年我国赤字率拟按 3.2％左右安排，比

去年有所下调，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新增

专项债券安排 3.65 万亿元，比上年减少 1000

亿元。已发行的专项债券规模较大，政策效

应在今年会持续释放。

1月至 2月，全国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4181 亿元，全部为再融资债券。3 月初，财政

部已提前下达各地部分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17700亿元，并要求地方尽快将专项债券额度

对应到具体项目。“专项债券是扩大有效投资

的重要工具，今年通过优化债券资金使用，优

先支持在建工程，合理扩大使用范围，专项债

券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李旭红表示。

“通过持续努力，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制度体系已经

建立，法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

步，应完善地方政府规范举债融资机制，抓实

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工作。”马海涛说。

财政收入恢复增长保障重点支出
本报记者 曾金华

本报兰州讯（记者李琛奇）春意

渐浓，陇原大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3 月 16 日，甘肃省在白银市举行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复工动员大会，总投资

4649亿元的 694项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 1.77 万亿元的 1481

个亿元以上续建项目集中复工。

去年以来，甘肃努力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坚定不移抓项目、稳投

资。甘肃省发改委主任康军介绍，

2020 年，甘肃省 158 个省列重大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 1754亿元，较 2019年增

长372亿元，增幅27%。

甘肃把提高供给体系水平作为经

济发展的侧重点，采取系列措施调结

构、补短板、增动能，发展质量、效益不

断提升。2020 年，“十大生态产业”增

加值达 2179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 24.2%。康军介绍，甘肃今年

重点推进生态环保、交通物流、能源等

八大领域 208 个省列重大项目建设，

总投资 1.1208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878亿元，较2020年增长7.12%。

“要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

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

实基础。”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

记李荣灿介绍，兰州市今年共安排实

施各类项目 1139 个，年度计划投资

1385亿元。

白银市开工的总投资 150 亿元的

东方钛业“硫—磷—铁—钛—锂”绿色

循环产业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当

地工业结构调整；投资 30亿元的中云科技集团（深圳）有

限公司智能制造产业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25 亿元，推动张掖市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定西市开工

复工的 381个重点项目，涉及农牧、水利、交通、能源等多

个领域。

甘肃省省长任振鹤表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

下，要盘活存量、引入增量、提高质量、增强能量、做大总

量，就要以项目为基石、用项目作支撑。必须牢牢扭住项

目建设“牛鼻子”，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

石”、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努力实现投资有支撑、增

长有动能、发展有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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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6日，无人机拍摄的浙江省乐清市清江镇北塘现代农业观光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绿色农业

和特色现代农业，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实现了农村增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蔡宽元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