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春意浓。眼下，泸州市纳溪区
茶叶生猪种养循环现代农业园区标准化
茶园进入采茶旺季。有20多亩茶园的
当地种茶大户林奇英每天有近3000元
收入。不只是林奇英，在这个现代农业
园区，通过坡地种茶、谷地种水稻、茶间
套种果树油菜以及规模养殖等模式，去
年园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9690
元，同比增加3000元。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加快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日前发布的
2023年省委一号文件，专门用一个章节
对促进农民增收作出部署安排。3月16
日，在2023年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
上，农业农村厅厅长徐芝文介绍，接下
来，我省要从就业收入、经营收入、财产
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多方面着手，促进
全省农民收入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提升就业质量稳增收
积极培育“川字号”劳务品牌

数据统计显示，去年，全省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8672 元，比

2012年增长151.2%，过去10年年均增
长9.6%。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同期全省
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也高于同期全国
农民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012年的2.7下降到2022年的2.3。

“我省是农民工大省，就业是农民
增收的重要渠道。”徐芝文介绍，全省常
年转移就业规模保持在 2500 万人左
右，去年劳务收入达6640亿元，工资性
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达
31.3%。

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明确，要促进
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县乡村三
级劳务服务体系，积极培育“川字号”劳
务品牌，加大跨省农民工就业失业监测
和困难帮扶，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规模，提高就业质量。

此外，四川易地扶贫搬迁规模大，提
高搬迁群众就业质量同样重要。

省乡村振兴局局长蒋刚介绍，今年
要在800人以上安置区深入实施搬迁群
众就业帮扶的专项行动，积极搭建就地
创业平台，创新采取民俗商品制造、电商
网点、家政服务等方式，实现搬迁群众居
家灵活就业，确保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
至少1人稳定就业。

发展乡村产业促增收
推动建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这几天，眉山市丹棱县不少新鲜柑
橘还挂在枝头等待采收。种植大户李维
俊算了一笔账，今年自家10多亩柑橘，
产量在2.5万公斤左右，预计收入20余
万元，“比去年提升了40%。”

依靠产值达30亿元的晚熟柑橘产
业，去年丹棱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2508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
缩小。

数据统计显示，全省农民经营性收
入占总收入的37.7%，是农民收入的大
头。发展乡村产业是增加农民经营性
收入的主要途径。今年的省委一号文
件要求，拓宽农民经营增收渠道。具体
而言，就是支持农民扩大农业生产规
模、延伸产业链条。支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完善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
建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支持农民发
展乡村作坊、家庭工场和乡村生产生活
服务业，在县域内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
或利用个人技能从事便民劳务活动。
支持鼓励乡村传统技艺人才、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乡村工匠等发展乡村特

色、民族手工业。鼓励支持村级组织和
乡村建设带头工匠依法承接小型工程
项目。

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蒋刚介绍，
今年要在800人以上安置区建立完善配
套的产业发展链条体系，实现产业园区、
帮扶车间或者社区工厂支撑全覆盖。同
时鼓励推动集中安置区大力发展新型集
体经济，通过参股、联营、股份合作等方
式，盘活闲置资产资源，引导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进行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
展，实现800人以上安置区全部有集体
经济。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也是我省
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还
很低，只有 3.4%，这既是短板也是潜
力。”徐芝文说，我省将进一步规范和引
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健全土地租金
和分红收益增长机制，多渠道挖掘农民
财产性收入增长潜力。同时，落实各项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逐步提高农村养
老、低保等社会保障水平，促进农民特
别是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的转移
性收入。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阚莹莹邵明亮燕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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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阚莹莹 邵明亮 燕巧）日前发布的
2023年省委一号文件《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23年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
的意见》，就做好2023年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推进农业强省建设作出系统安
排。3月16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
行2023年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对
文件进行全面解读。

2023年省委一号文件共6个部分
32条内容。明确了2023年和今后一个
时期，我省“三农”工作要落实“四化同
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战略部署，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建设新时代更高
水平“天府粮仓”为引领，坚决守牢确保
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加强耕地保

护等底线，扎实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快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建设粮食安全和食物供给保
障能力强、农业基础强、科技装备强、经
营服务强、抗风险能力强、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强的农业强省。

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主要内容可概

括为抓牢三件大事、做好五个方面重点
工作、强化三项保障措施。三件大事分
别是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
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耕地
保护机制。五个方面重点工作分别是发
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推进乡村建
设、加强乡村治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三项保障措施分别是组织保障、投入保
障、人才保障。

此外，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专门用
一个章节对促进农民增收作出部署安
排。明确从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
业、拓宽农民经营增收渠道、挖掘农民财
产性收入增长潜力、增加农民转移性收
入等方面着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加快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发布会上，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总体情况并回答记
者提问。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农民日报
等媒体记者，先后就深化农村改革、乡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易地扶贫搬迁后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增加农民收入等提问。

2023年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在蓉举行

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
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省委一号文件为促进农民增收“单写一章”

如何让农民“腰包”更鼓？四川这样“打算盘”

3 月 16 日，省统计局发布 2023 年
1-2月四川省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
数据显示，1-2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4093.4亿元，同比增长6.8%。

41个大类行业23个增长

1-2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7.1%。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同
比下降0.7%，集体企业下降8.2%，股份
制企业增长7.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增长5.5%。

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有23个
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同比增长19.9%，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增长8.9%，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增长8.7%，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7.4%，酒、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4.1%。

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产
销率为95.9%。

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6.8%

1-2月，四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8.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6.8%，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4.9%，其中
工业投资增长14.7%，第三产业投资增
长4.7%。

从房地产开发看，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下降6.9%。商品房施工面积同比
下降2.7%，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5.2%。

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1.1%

1-2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4093.4亿元，同比增长6.8%。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 3438 亿元，同比增长 7.1%；乡
村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655.4 亿 元 ，增 长
5.5%。

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605.8亿
元，同比增长11.1%；商品零售3487.6亿
元，增长6.1%。在商品零售中，限额以
上企业（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商品零售
额271.6亿元，增长9.1%。

从热点商品看，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零售额同比增长38.4%，体育、娱乐用品
类增长24.2%，中西药品类增长19.5%，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增长14.1%，石
油及制品类增长13.6%，服装、鞋帽、针
纺织品类增长10.4%。

CPI同比上涨1.5%

1-2月，四川居民消费价格（CPI）同
比上涨1.5%，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2.7%，衣着类下降 0.9%，居住类上涨
0.2%，教育文化娱乐类上涨2.4%，医疗
保健类上涨0.7%。2月份，CPI同比上
涨0.6%。

1-2月，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同比下降1.0%；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IPI）同比上涨0.8%。2月份，PPI
同比下降1.1%，IPI同比上涨0.5%。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1-2月四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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