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部长通道”开启 四部委掌门率先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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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部部长阴和俊：
“新三样”出口增速喜人

阴和俊介绍，去年全国研发经费投
入超过3.3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1%，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4%，其中大家最
关心的基础研究投入达到2212亿元，
比上年增长9.3%。从产出看，2023年
签订技术合同95万项，成交额达到6.1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8.6%；授权发明
专 利 达 到 92.1 万 件 ，比 上 年 增 长
15.3%。从成效看，在量子技术、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
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全球首座
第四代核电站正式投产，C919大飞机
实现商业运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光伏组件，就是大家讲的“新三样”，去
年出口增速喜人。

谈起如何支持青年人才在科技创
新上挑大梁，阴和俊说，去年，党中央、
国务院出台专门的政策措施加以推进，
科技部狠抓贯彻落实，重点推进了三方
面的工作。

一是大胆使用。在国家重大科技
任务中，给年轻人提供机会、提供平
台。比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80%的项目由4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
承担。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到
目前已经有1100多项是由40岁以下的
青年科学家牵头负责的，这个数量已经
达到了总数的20%以上。再比如，在许
多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中到处都能看到
年轻人的身影，在北斗导航、探月工程、
中国“天眼”这些大工程中，许多项目团
队的平均年龄刚过30岁。

二是加强培养。出台政策，鼓励有
条件的单位，把一半以上的基本科研业
务费投到35岁以下年轻人身上；在重点
实验室的评估中，把对青年人的培养作
为重要的指标。

三是做好服务保障。比如，尽量减
少考核频次，持续推进减负专项行动，
把青年科技人才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
出来。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水利建设投资创历史最高纪录

李国英介绍，2023年，我国水利建
设全面提速，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1996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创下历
史最高纪录，投资通过实施41014个水
利工程项目完成。其中，防洪工程实施
了13083个项目，完成投资3282亿元；供
水工程实施了14749个项目，完成投资
5013亿元；灌溉工程实施了5143个项
目，完成投资1497亿元；水生态保护和
治理工程实施了8039个项目，完成投资
2204亿元。

李国英说，特定的地理和气候条
件，决定了我们国家基本水情一直是夏
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
不均衡，水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相
匹配。水资源问题越来越成为区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制约。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水网建
设规划纲要》，对国家水网建设作出全
面决策部署。在这样一个总体格局下，
国家水网建设的重点任务集中反映在

“纲、目、结”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国家水
网之“纲”。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这
四大水系为基础，以南水北调东线、中

线、西线这三条调水线路为骨干，加快
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二是
织密国家水网之“目”。根据生产力布
局和生态环境保护需求，以自然河系为
基础，以引、输、排水工程为通道，形成
纵横交错、互联互通的水流网络。三是
打牢国家水网之“结”。在自然河系和
重点引调水工程的衔接处，兴建具有控
制性的调蓄工程和重点水源工程，以此
来提升国家水网水资源调控能力和水
资源供给能力。

李国英还介绍，《国家水网建设规
划纲要》把目标年设定为2035年。也就
是说，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水网，实现

“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
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构
建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
的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
全国粮食总产量“二十连丰”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在中国这

么一个人口大国，如果吃饭出了问题，
那是颠覆性的、不可承受的。”唐仁健
说，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
亿斤，比上年增产了177.6亿斤，再创
历史新高。我们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到了493公斤，比上年又增加了7公斤，
继续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粮食
安全线。

唐仁健说，实际上我们粮食是“二
十连丰”，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
上。“今天也巧，又正好是二十四节气的

‘惊蛰’。农谚讲‘春雷响，万物长’，据
农业农村部调度，已经返青的小麦，一
二类苗比例为88.2%，比去年本来就很
好的苗情，还高了0.7个百分点，比近五
年平均又高了1.8个百分点，现在的形势
基础还是有的。”

如何巩固？唐仁健说，抓好四条：
第一，稳面积。这两年我们的面积

潜力已经挖了不少，但是有的地方还是
有一些撂荒地可以尽量种起来，努力把
粮食的播种面积稳定在17.7亿亩以上。

第二，提单产。把很多技术集成，

通常农口叫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
制“五良”集成，重点推广密植、水肥一
体化等技术措施，在原来搞的试验田、
示范田、指挥田的基础上，让单产能够
大面积地提升。

第三，优服务。重点培育发展农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增强集体经济组
织的服务功能，改革激活农技推广体
系，发展各种专业型、社会型、服务型的
公司企业，这样构建起一个公益和半公
益、经营性组织相互协同的服务体系，
带动农民多种粮、种好粮。

第四，强政策。围绕中央提出的健
全“两个机制”，种粮农民的收益保障机
制和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一是
继续提高小麦和早稻的最低收购价，二
是三大主粮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
入保险，实行全覆盖。三是大幅度地提
高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补助水平，同时取
消对产粮大县的资金配套要求。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
推进央企“高”“质”“量”发展

张玉卓表示，对国有企业来讲，最
核心的是推进高质量发展。“我想用三
个字来讲中央企业今年准备怎么推进
高质量发展：‘高’，就是高水平的协同；

‘质’，就是质的有效提升；‘量’，就是量
的合理增长。”

张玉卓介绍，去年央企销售收入40
万亿元，增加值10万亿元，利润2.6万亿
元，都实现了稳定增长。特别是在投资
方面，去年中央企业总投资6.2万亿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5.09万亿元，占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的10%。中央企业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11.2%，全国是3%。“我们
以比全国高出大约8个百分点的投资增
速，实现了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初
步统计，拉动社会投资超过10万亿
元。”张玉卓说，今年头两个月，形势持
续向好，一些重点行业表现好，比如中
央企业的社会售电量增长13%，汽车销
售量增长15%，水运集装箱的量增长
17%，特别是航空、物流运输同比增长了
59%。

张玉卓指出，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
发展，一方面要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
有些企业追求500强排名，但500强实际
上是指销售收入“500大”，现在要朝着
做强做优的方向来努力。另一方面要
增强核心功能。中央明确“三个集中”，
就是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
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我们的目标是，
使中央企业与“三个集中”相对应的资
产，能够再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有效提
升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功能。

“第三个是‘高’。主要是讲协同，
高水平的协同。中央企业去年采购量
13万亿元，通过采购直接带动产业链
上下游大中小企业200万户。去年启
动的央企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
发布了1000多项清单，推动央企与
5000多家企业建立了深层次合作关
系，今年这项工作将继续深化，经常公
布一些产业链共融名单，推动各类所有
制企业协同发展。”张玉卓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罗石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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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开启。科学技术部部长阴和俊、水利部
部长李国英、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玉卓率先亮相

“部长通道”，就科技创新、水利建设、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等热点问题回应公众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