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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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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各类耕地占
用纳入统一管理，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
收机制，确保达到平衡标准。”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根基。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耕地占补
平衡制度，是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要求。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短缺，
解决好14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是治国理
政的头等大事。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耕
地保护问题，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中国人的饭碗端
稳端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
实施农田水利骨干工程、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程、黑土地保护工程、耕地土壤污染
治理和修复工程等，划定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红线，建立省级党委和政府
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这一系列硬措
施，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初步遏制了
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同时，也要清
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没有变，耕地占用和补充之间的矛盾仍
然突出。现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设计
主要针对非农建设，耕地转为园地、林
地等其他农用地不需要补充；非农建设
补充耕地主要来源于耕地后备资源开
发，园地、林地等其他农用地转为耕地
后不作为补充耕地管理。但一段时间
以来，一些地方耕地大量转为园地、林
地等其他农用地，成为耕地减少的主要
原因；一些地方耕地后备资源匮乏，耕地
开垦和生态保护的冲突越来越大；一些

地方耕地占补平衡责任落实不到位，存
在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整补散甚至弄
虚作假等问题。新时代新征程上，耕地
保护任务没有减轻，而是更加艰巨。针
对当前耕地保护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必须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着力
从根子上堵住制度漏洞，强化制度刚性
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耕地是我国最
为宝贵的资源；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千
万不能突破，也不能变通突破；耕地占补
平衡，不能成为简单的数量平衡，必须实
现质量平衡、产能平衡，决不能再搞“狸
猫换太子”的把戏。改革完善耕地占补
平衡制度，必须把握好这些重大要求，带
着保护耕地的强烈意识做好耕地占补平
衡工作。一是改革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方
式。将非农建设、造林种树、种果种茶等

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
衡管理，明确占补平衡责任，同时将盐碱
地等未利用地、低效闲置建设用地以及
适宜恢复为优质耕地的园地、林地、草地
等其他农用地统筹作为补充耕地来源。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
8700多万亩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其他农
用地，相当一部分位于一年两熟、三熟区
域，光热水土条件较好。在尊重农民意
愿和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稳
妥有序恢复部分耕地，有利于稳定耕地
总量，优化耕地布局。二是严格补充耕
地质量管理。坚持以恢复优质耕地为
主、新开垦为辅，确保补充耕地不造成生
态破坏，质量达到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
实现可长期稳定利用。严格按照标准验
收审查垦造和恢复的耕地，质量不达标
的不得通过验收。 （紧转06版）

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发

表重要讲话激励广大航天工作者再立新功

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世界前列

怎样理解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9月23日在接见探月
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探月工程成果凝结
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
个侧面展示了我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
强上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亲切关怀、殷切期望，让广大航天工
作者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家表
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
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
共赢的探月精神，在不懈追求航天梦的
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为建设航天强国再
立新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标志性成果
科技自立自强取得显著成就
今年6月，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

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是我国
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
志性成果。

“不断刷新的月球探索新高度，见证
了中国人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不停脚
步。”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嫦娥
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20年来，探月工程从零起步，我
们向先行者学习，但绝不是亦步亦趋效
仿，而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坚持
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一张蓝图绘
到底，如期实现了目标。”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
到“奋斗圆梦”，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实现

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近3000家单位、约10万人协力攻

关，嫦娥六号任务中的一个个重大节点，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卞志刚记忆犹新：“新
时代以来，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引领下，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以探月工程为代表的重大科技创新
成果竞相涌现，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
步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不断
变为现实。”

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
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攻克247项
关键技术，送“嫦娥”飞天，也有力支撑了
一系列航天强国标志性工程的成功实
施。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王珏备受激励，深感继续创新
的紧迫。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研制团队
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航天强国和科技
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化作一步一个脚印
的实干行动，用更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提
升我国探索宇宙空间的能力。”王珏说。

弘扬探月精神
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
作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弘扬探
月精神，令在现场的航天工作者深受鼓
舞。

不断追求梦想，是探月工程奋勇向
前的澎湃动力。

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副总设计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邓湘金说，从探月工
程立项时“一张白纸绘蓝图”，到嫦娥六
号多项技术“国际首创”，事实证明，外国
人没做过的，我们中国人照样可以做到、
可以做好。

“一棒接着一棒，一环扣着一环！”
20年探月逐梦，嫦娥六号任务地面应用
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左维长期参与其中，眼下她正和
同事一起对嫦娥六号月背样品进行制
备、分装，“探月工程不仅把中国印记成
功留在月球上，也让中国开启了月球研
究新篇章。我们要继续努力做好月球样
品科学研究，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贡献自己的力量。”

伟大事业，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
于实干。

当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成功展开，
鲜艳的“中国红”让无数人流下热泪。要
能耐受高真空、高低温循环、强剂量紫外
辐照等极端环境，这面国旗不简单。

“把每个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再大
的难题也能突破。”认真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参与嫦娥六号月面
国旗展示系统研制任务的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副主任设计师程昌满怀信心地说，

“未来要继续弘扬探月精神，保障完成新
的任务，为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添砖加瓦’。”

再向深空探索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嫦娥”既是中国的，又属于全人类。

我国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和平
利用、合作共赢的原则。

嫦娥六号测控分系统总师、中国电
科39所副所长荣武平说，下一步，要遵
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为全
球深空探索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遥望太空，中国有能力飞得更远，人
类有能力飞得更高。

佳木斯66米深空站、喀什35米天线
组阵系统……探月工程深空探测网的最
前端设备，不仅为嫦娥六号采样返回任
务实时“保驾护航”，未来有望为更复杂
的深空探测任务提供保障。

“我们欢迎中外科学家按照月球样
品管理办法，积极申请，一道开展月球样
品研究。”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
心主任关锋表示，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
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
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
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

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习近平总书记
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
员代表，极大鼓励了广大航天工作者继
续投身奋力创新、探索未知的科技事业。

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
新研究院副院长汪作来表示：“我们将
以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发扬科学报
国的光荣传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努力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
用全面发展，为人类的科技进步贡献
更多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商务部、国
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4日联合
发布《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继
续保持世界前列。

公报全面反映2023年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情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世界前列。
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72.9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7%，占全球份额
的11.4%，较上年提升0.5个百分点，连续

12年列全球前三，连续8年占全球份额
超过一成。2023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存量2.96万亿美元，连续7年排名全球
前三。

二是境外企业覆盖全球超过80%的
国家和地区。截至2023年底，中国境内
投资者共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境外企业4.8万家，其中，在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1.7万家。2023
年，多数境外企业盈利或持平。

三是投资领域持续多元，近八成投

向四大领域。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其
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
造、金融四个领域的投资占全年总量近
八成。对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
97.2%、34.9%。

四是对亚洲和非洲投资快速增长，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增长三
成。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八成
流向亚洲，比上年增长13.9%，其中对东

盟投资251.2亿美元，增长34.7%。对非
洲投资39.6亿美元，是上年的2.2倍。
2023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
资407.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1.5%。

五是对世界经济贡献日益凸显。
2023年，对外投资带动中国货物进出口
2731亿美元，增长6.4%，占同期中国货
物进出口总值的4.6%，境外企业实现销
售收入3.5万亿美元，向投资所在地纳税
753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员工总数近
430万人，其中六成为外方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