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农历壬寅年十二月初五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经济日报社出版

今日 12 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 1-68 第 14407 期 （总 14980 期）

习近平对爱国卫生运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李克强作出批示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在爱

国 卫 生 运 动 开 展 70 周 年 之 际 ，中 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70 年来，在

党的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为改变

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有效应对重大传

染病疫情、提升社会健康治理水平发

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全国爱国卫生战

线的同志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

发扬优良传统，丰富工作内涵，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新冠疫情

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更加有针

对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充分发挥

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优势和群众动员

优势，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学习健

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养成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筑

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线，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 强 作 出 批 示 指

出，爱国卫生运动 70 年来，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群众性卫生活动，为保障人

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项重大

惠 民 工 程 。 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预防为主，创

新机制和工作方式，深入推进城乡环

境卫生治理，扎实开展健康教育和促

进，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贡献。当

前 新 冠 疫 情 防 控 优 化 调 整 措 施 在 有

序推进落实，要发挥优势，调动各方

面 科 学 防 控 积 极 性 。 各 级 政 府 要 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保障群众就

医和防疫用品需求，守护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

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

70 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始终坚持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

参与，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突

出源头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民 以 食 为 天 ，食 以 粮 为 先 。 粮 食 安 全 是

“国之大者”。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大国向

农业强国跨越的关键期，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

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

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明确了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建设农业强国中的

重要地位。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向好，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有保障，但随着居民消费结构不断

升级，食物需求仍呈刚性增长态势，紧平衡格局

短期难以改变，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绿色优质

农产品供给不足，稳产保供的基础还不牢固。

特别是在世纪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

下，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此，在建设

农业强国过程中，一定要把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坚持粮食产

量与质量并重、增产与减损并重，构建多元化的

食物供给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样的

食物消费需求。

要抓紧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确保粮食产

能跃上新台阶，粮食产量实现新突破。耕地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

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逐步把永久基本农

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变“望天田”为“高产

田”，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种子是农

业的“芯片”，良种是粮食增产的主导因素，对

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 45%。要把种业

振兴行动抓出成效，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加强

种业技术攻关，培育推广一批高产优质、多抗

广适的突破性新品种，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住

粮食安全主动权。

要 健 全 种 粮 农 民 收 益 保 障 机 制 和 主 产 区 利 益 补 偿 机

制，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地方抓粮积极性。确保种

粮农民增产增收，是持续激发农民种粮积极

性 的 内 在 动 力 。 今 年 我 国 粮 食 价 格 整 体 上

扬，但土地租金以及化肥、农药、柴油等农资

价格上涨导致种粮成本大幅增加，进一步挤

压了种粮收益空间。要持续强化政策供给，

确保种粮农民有收益。许多粮食主产区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牺牲了不少发展经济的机

会，至今没有走出“粮财倒挂”“高产穷县”的

发展困境。应持续加大对主产区财政转移支

付力度，加大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投入，确保主

产区财政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保障粮食安全，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

发力，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今年我国

全面贯彻落实《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全链条节

粮减损取得积极成效。科技创新为节粮减损

提供技术支撑，如智能农机装备推广使用大幅

降低了小麦、水稻、玉米机收损失率。节粮减

损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如大米

国家标准通过设置加工精度上限，总出米率提

高约 1.25%。在消费环节，“舌尖上的浪费”有

所改观，浪费可耻、节约为荣已成为社会新风

尚。未来，要继续深入推进粮食节约行动，强

化科技支撑和标准化引领，确保节粮减损取得

更大成效。

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在保护好生

态环境的前提下，向耕地要粮食，向森林、草

地、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推动

食物供给由单一生产向多元供给转变。同时，

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全面合理布局食物的

生产体系，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

林则林。

保障粮食安全，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

区要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要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督促各地真正把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扛起来，持续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要保产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在更高层次上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抓好粮食供给头等大事

金观平

同心协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

连日来，全国各地干部群众认真学

习领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大家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系统阐释了建设农业

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要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铆足干劲推动

乡村产业升级，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同心协力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压紧压实责任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中央农村工

作 会 议 上 强 调 ：“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是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底 线 任

务，要继续压紧压实责任，把脱贫人口

和脱贫地区的帮扶政策衔接好、措施

落到位，坚决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

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做好

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作为驻村第一

书记，我要肩负起村级乡村振兴第一责

任人的使命，一以贯之落实好常态化防

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兜牢预防返贫底

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会驻伽

师县克孜勒博依镇阿亚格乔拉克村第

一书记麦芳说，我们借助预防返贫的动

态监测平台，确保脱贫群众稳定脱贫不

返贫，为乡村振兴打好基础。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在打造一支

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领导

农业强国建设能力的“三农”干部队伍。

走进贵州省开阳县宅吉乡，一栋栋

风貌统一的房屋掩映在绿水青山间。

这里曾有贫困群众 292 户 1150 人，如今

已全部实现高质量脱贫。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结合

这些年来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我们更

加坚定认识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党建引领。”宅

吉乡党委书记邱彦伟说，当地注重从返

乡优秀青年、刚毕业大学生、致富带头

人中培养发展党员，将进一步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推动乡村产业升级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入冬后，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

族 土 族 自 治 县 塔 尔 镇 上 旧 庄 村 大 棚

里，村民们身影忙碌，正打包装运红彤

彤的草莓。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乡村产业发

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对进一步依托特

色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充满信心、干劲

更足。”大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宋生龙

说，当地将继续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产业，在川水地区、浅山地区、高海拔地

区分别发展果蔬产业、规模化露地蔬菜

产业、冷凉蔬菜和食用菌产业，努力打

造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地。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山东省博兴县店子镇党委书记舒德

明倍感振奋。眼下，店子镇正以博兴县

富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为试点，积极推动

“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模式，打

造特色西红柿品牌。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更加坚定

了走合作社与社会资本深度融合的特

色农业发展之路的信心，不断提升本

地 西 红 柿 产 业 市 场 竞 争 力 。”舒 德 明

说，接下来，镇里将大力培育本土农业

龙头企业，建设集品种培育、育苗、种

植、销售、观光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现代

农业产业园。 （下转第二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
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做好 2023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

关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认真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人

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经党中央、

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调整转段平

稳有序。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强化属地责任，用心

用情用力做好重点机构、重点单位、重点

人群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加强分级分

层分流救治引导和居家患者健康指导，

做足医疗救治特别是重症救治的应对准

备，切实保障重症救治和正常医疗秩

序。做好药物、检测试剂的生产供应储

备和配送工作，依法查处哄抬价格、囤积

居奇行为。加强健康知识科普宣传，引

导群众注意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手、

少聚集，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二、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按时

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失

业补助金、低保金，按规定发放价格临

时补贴，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

对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残疾人、农

村留守儿童、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关

爱帮扶，做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确保

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对就业困难

人员实施就业援助，加大稳岗支持力

度。推进集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专项行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三 、满 足 群 众 节 日 物 质 文 化 需

求。加强煤电油气运协调保障，确保

能源安全保供，确保居民用电用气价

格 稳 定 。 落 实 粮 食 安 全 党 政 同 责 和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产销衔接，

强化联保联供，实现交通物流保通保

畅，做好粮油肉蛋奶果蔬等重要民生

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不断丰富节日市

场供给。 （下转第四版）

12 月 25 日，船舶在安徽铜陵港长江笠

帽山港区装卸物资。连日来，铜陵港按照

疫情防控最新政策要求，保障供应链物流

畅通。今年前 11 个月，铜陵港累计完成货

物吞吐量 8561.41 万吨，同比增长 10.47%。

过仕宁摄（中经视觉）

稳健货币政策精准支持实体
2022 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实施

力度，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政策传导效率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质效进一步提升。数据显示，11 月末，

广义货币余额 26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前 11 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累 计 为 30.49 万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多

1.51 万亿元；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 19.91

万亿元，同比多增 1.09 万亿元。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根据宏观形势变化靠前发力，

综合运用降准、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

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

工具以及上缴央行结存利润等方式投

放流动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力

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今

年前 11 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上年

同期多 1.51 万亿元。同期，人民币贷款

同比多增 1.09 万亿元。无论是人民币

贷款增量还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均明

显多增，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了适宜的货币

金融环境。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不仅体现

在总量上，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更创

下有统计以来新低。今年以来，我国

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效能和存款

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重要作用。9 月

中旬，部分全国性银行主动下调存款

利率，带动其他银行跟随调整，其中不

少 银 行 还 自 2015 年 10 月 以 来 首 次 调

整了存款挂牌利率。

数 据 显 示 ，9 月 份 ，1 年 期 和 5 年

期以上 LPR 分别为 3.65%和 4.30%，较

上 年 12 月 下 降 0.15 个 和 0.35 个 百 分

点 。 贷 款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为 4.34% ，同

比下降 0.66 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

款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为 4.65% ，同 比 下 降

0.65 个 百 分 点 。 企 业 贷 款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为 4% ，同 比 下 降 0.59 个 百 分

点。人民币贷款利率整体下降，显示

金 融 对 实 体 经 济 的 支 持 力 度 进 一 步

增强。

有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稳定宏观经

济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精

准发力，加大对重大项目等重点领域的

支持力度。

金融管理部门创设专项再贷款，增

加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工具额度，相关

部门实施名单制并建立项目进展跟踪

台账，金融机构加大对基础设施、重大

项目建设的资源配置和服务，有力推动

了重大项目建设，成效显著。

为解决重大项目资本金到位难等问

题，今年 6 月份，人民银行支持国家开发

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分别设立金融

工具，规模共 3000 亿元，用于补充包括

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

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8月份，国

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第一批 3000 亿元

金融工具已落到项目的基础上，再增加

3000 亿元以上额度，并增加中国进出口

银行作为金融工具支持银行。

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截

至 10 月末，两批金融

工 具 合 计 已 投 放

7400 亿元，有力补充

了一批交通、能源、水

利、市政、产业升级基

础设施等领域重大项

目的资本金。

从落地效果看，

今年前三季度基建投

资累计同比增长 8.6%，明显高于去年全

年的 0.4%。人民银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中表示，将配合督促项目开工

建设和加强要素保障，加快其他资本金

到位，推进金融工具加快资金支付使用，

支持项目配套融资衔接跟进，推动更多

有效投资年内加速落地，巩固经济回稳

向上态势。

结构性工具精准发力

今年，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抵

押补充贷款等结构性金融工具持续发力，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

薄弱环节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力度。

人民银行继续运用普惠小微贷款支

持工具，持续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自今

年二季度开始，人民银行按照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的 2%

提供激励资金，按季操作，鼓励持续增加

普惠小微贷款。工具实施以来，人民银

行累计提供激励资金 213 亿元，支持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增加普惠小微贷款共计

12947亿元。 （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 陈果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