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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

乡村全面振兴 将从何处加力

省级医疗专家
下基层精准帮扶

6家省级医院40多位专家走进南平邵武，健康
义诊、教学查房、示范手术等，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
基层，为百姓送健康；海峡都市报参与承办此次活动

A04

家政公司高薪急招收纳师，靠谱吗？
记者走访发现，福州部分家政公司以“高薪招聘”为诱饵，实际上通过

售卖课程谋取培训费；业内人士提醒，市民需提高警惕，谨慎甄别
A06

蹭“哪吒”的流量
小心侵权

福州不少商家推出各种
哪吒主题商品，律师提醒注意
版权问题 A07

广袤乡村是农民群
众的家园。围绕乡村

“硬设施”和“软环境”建
设，中央一号文件作出
具体部署：分类推进城
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
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
范化建设；持续推动“四
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
展；加强村级寄递物流
综合服务站建设……

“这是在城乡融合
大背景大趋势下采取的
政策措施。”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孔祥智说，应统
筹县域城乡规划布局，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
型城镇化有机结合，补
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积极推动城乡基础设施
一体化发展。

乡村不仅要宜居，
还要和美，这离不开乡
村发展“软环境”的打造。

文件提出加强文明
乡风建设，例如，推进传
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

设，加强乡村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
深入实施乡村文物保护
工程。

同时，文件还提出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专
家学者表示，高额彩礼、
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影
响社会风气、加大农民
负担，甚至滋生出一系
列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
素。各地要推进农村移
风易俗，弘扬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乡村全面振兴各项
政策，最终要靠农村基
层党组织来落实。文件
明确加强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并提出“保持县
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任
期稳定”“着力解决部分
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

‘水土不服’问题”等。
专家认为，这将有助于
基层党组织更好扛起政
治责任，以更强的责任
感、更大力度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是抓好“三农”工作的底
线任务。

“及时将存在返贫致贫
风险的农户纳入帮扶”“统筹
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防止
返贫致贫对象的识别认定”

“ 建 立 分 层 分 类 帮 扶 制
度”……来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
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文件对
这项工作作出针对性部署。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

长赵皖平表示，这些部署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
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体系
的必然要求，将推动帮扶政
策实施更精准、更有针对性，
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提
质增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脱
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

长效管理机制。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
安排，提出全面清查脱贫攻
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建立
统一的资产登记管理台账。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
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
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在专家
看来，文件从做好“土特产”
文章、“共同体”文章等方面
入手，着力提升农民增收致
富能力。

如何做好“土特产”文

章？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
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张
姝表示，各地要立足自身资
源禀赋，坚持推进特色农产
品的全产业链发展，培育壮
大产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
附加值，推动产业有“钱”途。

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
分好蛋糕。文件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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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我国粮食产量
首次突破 1.4万亿斤，粮食安
全根基更加坚实。如何在较
高基数上实现粮食稳产丰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要求“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
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去年单产提升对增产的贡献
率达到八成，此次文件部署
深入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
产提升行动。这就要求我们
把重心放在单产提升上，通

过优良品种、农业科技应用
等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要
顺应人民群众消费趋势变
化，持续提升农产品品质。

他认为，不论是单产提升
还是品质提高，品种都至关重
要，要加大种子科技创新攻
关，培育更多高产优质品种。
通过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农机等科技装备提升改
善，以及生产后的收割、运输、
储存等配套措施协同发力，促
进粮食稳产丰产。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文件提出，将各类耕地
占用纳入占补平衡统一管
理，明确要求“持续整治‘大
棚房’、侵占耕地‘挖湖造
景’、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

受访专家表示，耕地受
到严重破坏后，恢复起来难
度大成本高，各地要总结经
验教训，严格耕地总量管控
和“以补定占”，分类有序做
好耕地“非粮化”整改。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
境学院教授胡树文长期致力
于为盐碱地驱“盐”化“碱”。

他认为，落实文件提出的“稳
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试
点”，就要因地制宜、多管齐
下，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
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大面积
推广应用，坚定做好盐碱地
改良治理大文章，让更多盐
碱地转化为高产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
强注意到，文件不仅提出健全粮
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以调动
各地种粮积极性，还明确完善
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3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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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对外发布。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从何处发力？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建设和美乡村
持续改善硬设施软环境

端牢“中国饭碗”，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

多举措助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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