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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23日发布，锚
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
作出系统部署，向全党全社会释放重农

强农的强烈信号。

围绕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等热点话
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在国新办2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进行全面解读。

热点一：如何持续增强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我国粮食总体上仍处于供求紧平
衡状态，抓粮食生产不能松劲懈怠。”中
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
办主任韩文秀表示，持续增强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牢牢把握粮食
安全主动权，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要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在大面积提单产
上，进一步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
规模，加大高产高效模式集成推广力度。

二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
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推进
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提升农业科技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加力攻克一批突破性品种等。

三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要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面向整个
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拓展食物来
源，让老百姓的餐桌更加丰富，吃得更
加健康、更有营养。

四是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
制。节粮减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增产，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粮食和食物节
约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
形成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韩
文秀表示，中央一号文件从严守耕地数
量、提升耕地质量、管住耕地用途等方

面作出重点部署，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热点二：过渡期后帮扶政策往
哪走？

202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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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
底线，绝不仅仅是今年的年度性任务，
过渡期后也必须长久、永久地守住守
牢。”韩文秀表示。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建立农村
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
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韩文秀说，
当前正在组织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进行
总体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之上，对各项
帮扶政策分类优化完善。

他表示，对于农村低收入人口，重
点是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防止
返贫致贫对象的识别监测，强化对有劳
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开发式帮
扶，加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注重激发
内生动力，增强“造血”功能。对于欠发

达地区，重点是促进这些地区振兴发
展，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通
过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机制给予差
异化支持，让欠发达地区在现代化进程
中逐步赶上来。

热点三：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利
益促增收？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农
产品进口是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弥补供需
缺口、平衡贸易关系的重要途径。中央
一号文件强调，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
调机制。综合施策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稳定市场供需。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采取一揽子措
施促进肉牛、奶牛等行业纾困，下一步
随着政策持续发力，生产经营状况会有
望好转。”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
主任祝卫东说。

如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祝卫东
说，文件着重从着力发展富民产业和促
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增收两方面，部署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

他表示，现在到县域就业、回老家
创业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文件强调发展
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扩大以工代赈项
目实施规模，在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促
进农民就近就业增收。

热点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如何走实？

中央一号文件统筹部署了乡村建
设和治理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乡村面貌
由表及里、形神兼备地全面提升。

祝卫东说，要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
平。“乡村建设不能平均用力。”他说，要
顺应人口变化趋势，合理确定村庄建设
重点和优先序，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乡
村建设模式。

他表示，乡村建设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统筹考虑地方财力、农民需要
和接受程度，重点突出一个“实”字，集
中力量办成一批农民群众急需急盼的
实事，坚决反对搞花架子、形象工程。

热点五：农村高额彩礼怎么破？

祝卫东表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
也要铸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
抓。“针对高额彩礼问题，既要结合实际
拿出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也要加
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
和关心关爱。”他说，群众思想观念、生
活方式转变需要有个过程，农村移风易
俗要避免用急风骤雨、“一刀切”的办法
硬干蛮干，而是要常抓不懈、绵绵用力，
德润人心、化风成俗。

中央一号文件对持续整治人情攀
比、大操大办、厚葬薄养、散埋乱葬等突
出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祝卫东表示，
关键是把群众工作做实做到位，把道理
讲清楚，既要坚决对不良风气说不，又
要帮着农民想出路、找办法。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2025年2月20日，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育民村高标准农田，农民驾驶植
保机械对进入返青期的小麦开展病虫害防治作业（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蓝天不是等来的，而是拼出来的”
“抓住移动源这个‘牛鼻子’”“让环保投
入高、绩效好的企业享受实实在在的政
策红利”……在生态环境部24日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
回应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的热点问题。

2024年成绩单：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李天威介绍，2024年，全国环境空
气质量稳中向好：改善幅度大，全国
PM2.5浓度为29.3微克/立方米，优良天
数比例为87.2%，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比例为0.9%，都优于年度目标；改善范
围广，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同比下降
3.4%，天山北坡城市群、成渝地区、汾渭
平原、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地区
PM2.5浓度同比均呈现下降；PM2.5和
臭氧协同控制取得初步成效。

“蓝天不是等来的，而是拼出来
的。”他介绍，2024年，生态环境部和各
地持续深化重点领域行业治理减排，全
年完成散煤治理200万户，累计达4100
万户；推动完成钢铁行业全流程超低排
放改造1.3亿吨，实现全国80%以上产能
全流程或重点工程超低排放改造；积极
推动运输结构调整，淘汰高排放车辆，
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
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努力完成“十四五”基本消除重
污染天气目标

李天威说，重污染天气是人民群众
的“心肺之患”。今年是“十四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完成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的目标，要重点抓好三件事：

一是大力推动治污减排。指导地
方加快实施落后产能退出，推进重点行
业超低排放改造、清洁取暖、移动源防
治等工作，持续深化重点行业绩效分
级，强化面源污染治理，从根本上减少
污染物排放。

二是科学精准应对重污染天气。
不断提升预测预报能力，精准、科学、依
法应对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真正
做到污染“削峰降速”；完善企业的应急
减排清单，实现涉气企业应纳尽纳、动
态更新；做到应急减排应减尽减、精准
落地，杜绝“数字减排”。

三是协同控制PM2.5和臭氧污染，
指导重点城市围绕氮氧化物和挥发性
有机物，实施协同减排，“冬病夏治”，确
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

抓住移动源治理这个“牛鼻子”

“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抓住移动
源这个‘牛鼻子’，十分迫切且必要。”李

天威说，移动源是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
的重要来源，其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分别占全国总量的60%和24%
左右。在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移动
源已经是污染物首要的排放来源。

他表示，做好移动源治理，要加快
标准的制修订。生态环境部将对标国
际先进法规，研究制定轻型车、重型车
的国七标准，实现机动车减污降碳协同；
研究制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五标准，实
现排放控制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接轨。

同时，强化机动车排放监管。对重
型货车，要加快淘汰国四及以下的货
车，严格整治国五货车的超标问题，强
化国六货车的智慧化监管，加快推进新
能源重卡的替代应用。同时，持续开展
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的专
项整治。

李天威表示，要推动非道路移动机
械综合治理，重点提高机场、港口、园区
等新能源机械和内部车辆的新能源比
例。此外，推进火电、钢铁、煤炭、焦化、
有色、水泥等重点行业大宗货物的清洁
运输，推动大宗货物长距离运输“公转
铁”“公转水”。

激发企业污染治理的内生动力

如何引导企业加强污染治理？李

天威表示，要一手用最严格的制度、最
严密的法治保护大气环境，另一手要创
新管理思路，综合运用金融、价格、财
税、环保差异化管理等政策，激发大气
污染治理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依据企业的生产工艺、污
染治理水平、排放强度等，生态环境部
门深化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2024
年，绩效A级和绩效引领级的企业达
2754家，比2022年增加46%。李天威
说，在绩效分级一系列的措施下，很多
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利润增长同频共
振，污染治理、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
者，真正得到了实惠。

他表示，要强化技术引领，完善政策
支持，拓展环保绩效应用场景，形成有力
有效的政策“组合拳”，让环保投入高、绩
效好的企业享受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

李天威说，要突出标准引领，对整
体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行业，逐步将超
低排放要求转化为强制性排放标准，以
标准倒逼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此外，强
化执法监管，对环保水平低、投入小的
企业加强执法监管，对存在偷排、漏排、
弄虚作假等主观恶意违法行为的企业，
依法依规严厉处罚，提高违法成本。

据新华社

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中央一号文件释放重农强农强烈信号

“蓝天不是等来的，而是拼出来的”
——生态环境部回应大气污染防治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