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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胡
璐 古一平）党的十八大以来第 13 个
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3日
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提出进一步深化
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文件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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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六个部分，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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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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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锚定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
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
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
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
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
支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表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
神，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
制，真抓实干做好 2025 年重点工作，
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
加繁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朝着建
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高
敬 古一平）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
作的中心任务。23日对外发布的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壮大县域富
民产业，对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
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作出部
署。

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实际增长6.3%。今年如何进
一步鼓起农民“钱袋子”？文件提出，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要求大力发展绿
色、特色农产品种养；培育乡村新产业
新业态；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各地要以提高
农业综合效益带动农民增收为基础，
在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上下功夫。
要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做好“土特
产”文章，通过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
加值，让苹果、黄花菜、木耳等小产业，
成长为农民致富增收的大产业。大力
发展休闲农业、农村电商、文化体验等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引导农民发展适合家庭经营的产
业项目、加大稳岗就业政策支持力度、

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
文件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方面作出一
系列具体部署。

李国祥说，近年来农民群众就业
增收面临压力，需要在提升农民就业
创业质量上下功夫。各地要通过扩大
以工代赈项目实施规模、提供公益性
岗位等方式，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和就业岗位。同时，推广用好订单、
定向、定岗培训等管用模式，解决当前
农民工素质结构、职业技能不匹配等
问题。

专家表示，各地还要着力在提高

农民财产性收入上下功夫。积极探索
农民闲置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
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推进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建设，让农
民更多分享改革红利。

此外，文件提出，完善联农带农机
制。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
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将联农带农作
为政策倾斜的重要依据。引导企业、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农户等紧密联合
与合作，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
带动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
收益。

事关亿万农民“钱袋子”
中央一号文件有新部署

新华社北京 2月 23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23日从2025年综合运输
春运工作专班获悉，根据专班数据，春
运 40 天（2025 年 1 月 14 日至 2 月 22
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90.2亿

人次，比 2024 年同期增长 7.1%，创历
史新纪录。

具体来看，铁路旅客发送量为5.1
亿人次，同比增长6.1%；公路人员流动
量为 83.9 亿人次，同比增长 7.2%（其

中，自驾出行量为71.7亿人次，公路营
业性客运量为12.2亿人次）；水路旅客
发 送 量 为 312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7.6%；民航旅客发送量为9020万人次，
同比增长7.4%。

90.2亿人次！2025年春运创历史新纪录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林
红梅 王秋韵）我国将打造全国50%人口
密集区及重点灾害带航空救援覆盖，城
市群核心区域航空应急救援达到30分
钟响应，重点灾害带实现1小时响应。

这是记者23日在中国灾害防御协
会航空应急救援分会成立大会上了解
到的。

当日，中国灾害防御协会航空应急
救援分会在北京成立，分会名誉会长闫
鹏表示，我国自然灾害频发，航空应急
救援凭借其快速反应、全域机动、立体

救援的优势，能高效应对多灾并发的复
杂局面，为受灾受困群众搭建起“空中
生命线”，最大程度减少伤亡与损失。

闫鹏介绍，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航空
应急救援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国
际相比仍有差距。例如美德日等国，均
建立起完善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会长郑国光对
记者说，航空应急救援是我国应急救援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航空应急救援分
会要确立“主动防控、科技赋能、社会共
治、国际协作”的发展理念，组织各方力

量积极参与各类应急救援行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建议，分阶段分步骤推动现代
化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发展，2025
年至 2030 年，实现全国 50%人口密集
区及重点灾害带航空救援覆盖，城市群
核心区域达到 30 分钟响应，重点灾害
带实现1小时响应。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是全国唯一的
综合性防灾减灾救灾领域国家一级社
团组织。航空应急救援分会是中国灾
害防御协会新批准成立的分会。

新华社西昌2月22日电（李国利
崔婉莹）2 月 22 日 20 时 11 分，我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成功将中星 10R 卫星发射升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我国成功发射中星10R卫星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者 魏
弘毅）记者22日从水利部获悉，京杭大
运河2025年全线贯通补水全面启动。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 年
补水计划持续至6月底，以京杭大运河
黄河以北河段作为主要贯通线路，北
起北京市东便门，经通惠河、北运河至
天津市三岔河口，南起山东省聊城市
穿黄工程出口闸，经小运河、卫运河、
南运河至天津市三岔河口，涉及北京、
天津、河北、山东四省市，流经8个地级
行政区、31个县级行政区。

补水期间，通过优化配置调度南
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应急供水工程供
水、京津冀鲁四省市本地水、引黄水、
引滦水、再生水及雨洪水等水源，预计
提供补水量 5.56 亿立方米，其中入京
杭大运河水量 5.29 亿立方米，补水线
路总长1274公里，置换深层地下水灌
溉面积46万亩。

据介绍，为持续推进华北地区河
湖生态环境复苏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水利部近日印发实施《京杭大运河
2025 年全线贯通补水方案》。2 月 10
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山东段六
五河节制闸开启，南水北调东线一期
应急北延工程向小运河实施补水；2
月 20 日，密云水库、怀柔水库水源通
过京密引水渠经温榆河向北运河实施
补水。

我国将打造
重点灾害带1小时航空应急救援响应机制

2025年京杭大运河
全线贯通补水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