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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农业农村部门深入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

打造现代化侨乡美丽乡村
近年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

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

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深

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一个个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生动场景汇成了一

幅幅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

2023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632.6亿元，同比增长

6.4%，增速排全省第二，超额完

成省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高标

准农田建设、耕地保护和粮食安

全责任制考核全省第一，成为全

省7个现代化海洋牧场先行市之

一，行政村一级集体经营性收入

100万元以上的超50%。“农业

强、农民富、农村美”的愿景进一

步推进，市农业农村局荣获“全国

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

2024年，市农业农村局将坚

持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推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和“百

千万工程”加力提速，坚持稳面积

增单产两手发力，守好粮食安全

底线；做好“土特产”大文章，打造

好“江门优品”，大力发展预制菜、

设施农业等产业，高标准建设省

级智慧农机装备产业园；发展海

洋优势产业，推动现代渔业种业、

水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园建设；

以乡村振兴示范带为主抓手，打

造现代化侨乡美丽乡村。

文/图 毕松杰

守牢粮食安全
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一年之计在于春。早春时节的江门
“广东第一田”，呈现出一片“早下田、干
累活”的勤劳姿态，夯实“百千万工程”的

“耕”基。
农民坐在装着空调的先进农机里，

滴汗未出就干好农活；无人智慧农场实
现掌上种田、云端管理，把人工智能搬到
田间地头；各类先进农业科技纷纷亮相，
处处焕发“科技气息”……3月5日，我市
在位于台山的“广东第一田”召开2024
年全市春季农业生产暨支农服务下乡现
场会，展示农业现代化发展不断取得的
新进展、新成果，推动全市上下打好春耕
备耕第一仗。

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我市稳步
推进“广东第一田”三年提升工程，2023
年启动1.6万亩示范核心区建设，2024
年将继续扩面提升5万亩示范区，着力
打造全国种粮示范田。“深化‘广东第一

田’粤字号粮食主产地引领作用是一个
缩影，今年我们将加强大中型灌区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坚持稳面积、提单产，围
绕粮食烘干、社会化服务等方面补短板
强弱项，高质量完成省下达的粮食生产
任务。”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海洋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
擎”。去年以来，我市被列入全省7个现
代化海洋牧场先行市之一，加快建设海
洋强市，抓好四大渔港升级改造，加快推
进全省最大的单体渔获物集散交易中
心，发展深远海网箱养殖，高标准谋划推
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把牢“耕海”时
代向海图强的桅杆。

“2024年，我们将以‘种业—养殖’
为主线深耕海洋产业，大力建设现代化
海洋牧场，抓好崖门、广海、横山、沙堤四
大渔港升级改造，连线连片谋划打造渔
港经济区，继续发展深远海智慧养殖，推
动现代渔业种业、水产品精深加工等产
业园建设，加快从育苗到预制菜的现代
化海洋牧场产业体系发展。”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说。

做好“土特产”文章
构建农业优势现代产业体系

去年11月25日，第六届新会陈皮文
化节高朋满座，张伯礼、庄松林等中国工
程院院士视频连线点评道地新会陈皮的
功效和全国地位，现场达成产销签约和
项目投资额超50亿元，与湖北、云南、湖
南三省四市达成新会陈皮产业项目合作
意向。

从一块皮到百亿大产业，入选全国
乡村产业振兴典型案例，蝉联“中国区域
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首，新会陈
皮全链条总产值达230亿元，带动超7万
人就业，人均增收超2.2万元，成为强村
富民的好产业以及江门做好“土特产”文
章的生动缩影。

过去一年，市农业农村局着力构建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国家级广东丝苗米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及13个省级以上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成效明显，2023年全
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33亿元，同比增
长6.4%；陈皮、鳗鱼等六大特色优势产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全产业链总产值
695.51亿元，同比增长30.3%，实现三年
翻一番目标。

推动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是农业步
入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创建全省首个广
东（江门）智慧农机产业园，吸引21个项
目签约落户，总投资超68亿元，推动我
市农机化发展水平持续走在全省前列。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发展深远海网箱养
殖，高标准谋划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
设，4个“海洋牧场”项目开工建设，投用
重力式深水网箱152个、桁架类网箱平
台1个，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2024年，我们将持续推进六大特
色优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新一
轮三年行动方案，推动六大特色优势产
业全链条总产值今年超800亿元。加大
力度建好国家级广东丝苗米优势产业集
群和13个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推
动第一轮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扩容提
质，推进农产品冷链物流优势产区产业
园、新会柑（陈皮）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
苗木繁育中心、广东（江门）智慧农机产
业园等项目建设，并大力发展食品加工、
预制菜、设施农业等产业。”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说。

品牌事关是乡村产业的生命力。去
年以来，我市试点培育全国首个镇级行
政区品牌“马冈优品”，示范带动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首个县级行政区品牌“开平
优品”，形成县镇两级品牌矩阵。2023
年“开平优品”销售额超7000万元，品牌
价值达100亿元。今年以来，市农业农
村局牵头积极推广“开平优品”做法，积
极打造“江门优品”市县镇三级矩阵，以
直播、电商等形式带货出圈，以品牌培育
赋能乡村振兴。

深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2023年“双十一”，享誉全球十大最
美书店的先锋书店把华南首店开进开平
市塘口镇强亚村，重塑传统粮仓为前卫的

公共文化空间，打造田野边的“精神粮
仓”，与附近错落有致、中西合璧的百年碉
楼交相辉映，形成江门独特的乡村现代美
学，“流量”不断，成为开平市“邑美侨乡·
世遗风韵”乡村振兴示范带的靓丽一隅。

近年来，江门扎实推进乡村建设，深
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2023年，我市台山、开平获评“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县，高标准打造7条乡村振
兴示范带，累计233公里，目前沿线已布
局产业项目52个、开发乡村旅游点56
个，51个村庄获省级以上荣誉称号，惠及
人口近30万，开平市“邑美侨乡·世遗风
韵”乡村振兴示范带入选全省十大乡村
振兴示范带；完成全市1056个行政村村
庄分类，123个行政村已开展村庄规划优
化提升编制，乡村规划师实现镇级全覆
盖，完成农房“微改造”超1.8万栋……

“新的一年，我们将推进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落实乡村布局、村庄建设、农
房风貌‘三个规划’，以乡村振兴示范带为
主抓手，全面推进农房风貌管控提升，扎
实推进农村厕所、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

‘三大革命’，建好60个省首批‘百千万工
程’典型村（社区），打造一批能够媲美发
达国家、国内先进地区的现代化侨乡美丽
乡村。”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农民增收致富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考
量标准。2023年，我市高质量完成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专项改革省级试点任务，成
立77家强村富民公司和一批富民工坊，
培育和选聘“乡村CEO”，成功探索五种
类型12个实践模式，打造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江门样板。全市行政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均超10万，在全省率先实现薄
弱村100%“摘帽”，50%以上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超100万，88个村超1000万。

“新的一年，我们将强化产业发展联
农带农，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
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
制。持续发挥70个驻镇帮扶工作队力
量，在产业协作、技术支撑、乡村治理等
方面推动镇村同建同治同美。深化我市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专项改革省级试
点成果，力争实现100万元以上行政村
数突破80%。”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说。

▶新会陈皮从一块皮到百亿大产业，入选全国乡村产业振兴典型
案例，蝉联“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首。

今年我市在位于台山的今年我市在位于台山的““广东第一田广东第一田””召开全市春季农业生产暨召开全市春季农业生产暨
支农服务下乡现场会支农服务下乡现场会，，推动全市上下打好春耕备耕第一仗推动全市上下打好春耕备耕第一仗。。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办好义务
教育事关每个家庭切身利益，关系国家
和民族未来。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强调，要以提升办学条件、教育质量
和人民群众满意度为工作重点，不断缩
小区域、城乡、校际、群体教育差距，办好
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义务教育。要适应
人口变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前瞻研判
义务教育需求变化，增强资源配置的灵
活性和适应性，加大财政性义务教育经
费向薄弱环节倾斜力度，着力补齐义务
教育发展的短板。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得到快
速发展，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2011年
实现全面普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持续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2021

年底，全国所有县区均通过国家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我国义
务教育实现了基本均衡。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进程中，
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经费保障和办学条件显
著改善，教师队伍素质明显提高，教育质
量整体提升。

实现基本均衡后，我国义务教育的
发展目标是向优质均衡迈进。2023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义务教育
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经费投入、治理
体系适应教育强国需要，市（地、州、盟）域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绝大多
数县（市、区、旗）域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

衡，适龄学生享有公平优质的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总体水平步入世界前列。

为实现这一目标，下一步将有什么
举措？这位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坚持
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动摇，坚持
教育公益性原则，坚持发展规划、资源配
置、经费投入优先保障，办好更加公平更
高质量的义务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要深化课
程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整合利用好校
内外科学教育资源，培养学生崇尚科学、
热爱科学的精神和探究思考、动手实践
的能力；持续推动“双减”落实，综合施策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升学考试压力。

针对未来十几年义务教育在校生
“先达峰后减少”的变化趋势，教育部提

出要加强学龄人口变化前瞻性研究，合
理规划学校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教育部还提出，补齐学校办学条件
短板，推进现有优质学校挖潜扩容，加快
新优质学校成长，利用数字化赋能，推动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帮助乡村学校提升
办学质量。

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要扩大高水平
中小学教师培养规模，提升教师专业能
力，督促各地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待遇保
障长效机制和工资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
遇调整的联动机制，确保教师工资及时
足额发放。

“我们将聚焦保基本、补短板、提质
量，教育投入进一步向教育教学和教师队
伍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全面保障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位负责人说。

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
——我国多举措部署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针对

匈牙利宣布将对中国有关商务人士
实施颁发5年多次签证的便利化安
排，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日说，这
是中匈关系高水平发展的又一具体
体现，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汪文斌说，中国和匈牙利互为全
面战略伙伴，双方各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中方宣布对匈牙利等6国试行
免签政策后，匈方随即宣布将对中国

有关商务人士实施颁发5年多次签
证的便利化安排，这是中匈关系高水
平发展的又一具体体现，中方对此表
示欢迎。

“我们相信这些措施将进一步促
进双方人员往来，深化各领域互利合
作，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更高水平发
展。中方也欢迎有关国家为中国公
民提供更多签证便利，促进双向人员
往来和互利合作。”他说。

外交部：

欢迎匈牙利对中国有关商务人士
实施签证便利化安排

3月12日，张女士和王先生在进行结婚宣誓后展示无障碍版结婚誓言。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我们自
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共同肩
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义务……”

3月12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区婚姻
登记服务中心宣誓厅里，新人张女士和
王先生手捧结婚誓言，共同许下携手一
生、白首不离的诺言。

宣誓台前，王先生一身西装，难掩
激动；张女士穿着红色旗袍，连酒窝里
都盛满着幸福。与其他新人稍显不同，
他们面前那份记录着结婚誓言的文件
上，一个个小小凸点排列有序。在宣读
誓言时，张女士的双手始终熟练地摩挲
着这些凸点。

张女士和王先生都患有先天性视
力障碍。王先生能勉强看清大字，张女
士只能感受到微弱光感。

为了让这场特殊的婚姻登记有爱
无“碍”，在了解了新人视力情况后，北
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与中国盲文出版社合作，专

门制作了盲文版、大字版无障碍格式的
结婚登记告知单和结婚誓言，这也是我
国首次为视障人士提供结婚登记无障
碍格式文件。

“以往视障人士进行婚姻登记，都
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告知文件内容。结
婚宣誓时，也是由工作人员一句句领
誓。现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视力状
况阅读、摸读文件，更充分地感受到婚
姻的神圣和庄严。”北京市西城区民政
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主任王兴介绍。

“结婚是人生大事，我这心里难免
有些紧张忐忑。但当我摸到熟悉的盲
文时，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回想刚
才的结婚登记过程，张女士心里似蜜
甜，“这份幸福摸得着、握得住。”

2023年9月，我国首部无障碍环
境建设专门性法律——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施行，对无障碍社会服务进行专章
规定。此次为视障人士提供结婚登记
无障碍格式文件正是一次有益探索。

“这份幸福摸得着、握得住”
——记我国首次为视障人士提供结婚登记无障碍格式文件

比如，坚持重点论，抓住牛鼻子
和主攻方向，紧扣创新这一“核心要
素”，要求“掌握更多原创性、颠覆性
科技创新成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新动能”；

又如，坚持两点论，先立后破、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连续两天“下团
组”都叮嘱同样一句话：“发展新质生
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
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
种模式。”

从这些深邃的思考、生动的论述
中，我们不难领悟到贯穿新时代党的
创新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

事实上，纵观10多年来的全国两
会，正是通过这一国家重要议政殿
堂，一系列极富远见的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在人民领袖同代表
委员的深入互动中酝酿、提出、完善、
成熟。

“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
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
力量、由人民来共同完成。”

知之弥深，行之愈笃。
2023年7月赴江苏考察，在南瑞

集团的生产车间里，面对朝气蓬勃的
企业员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勉励：

“立志高远、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
走，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以‘一辈子
办成一件事’的执着，成就有价值的
人生。”

在苏州平江路，同苏绣传承人交
流时，总书记感慨地说：“像这样的功
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
和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
分。”

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沉心定气、
久久为功，致广大而尽精微，个人成

才如此，国家发展何尝不是如此。
现场聆听代表委员们的发言，我

们能充分感受到这样的“韧性、耐心
和定力”——

来自东南大学的崔铁军代表告
诉总书记，自己37年来就潜心钻研两
件事：一是研制自主可控的专用电磁
软件，二是完全在国内完成的电磁超
材料。

他头发已经花白，依然豪情满
怀：“我今年 59 岁，正是做科研的壮
年，我将坚持战斗在科研一线。”

在博物馆工作了35年的宋燕代
表说：“将践行‘择一业终一生’的文
博初心，当好历史文物的守护者、文
化传承的接力者。”

政协联组会上，谈及这些年抓生
态环保的宝贵经验，总书记语气坚
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光在那
儿批评、指手画脚，而是真正行动，解
决一点是一点。”“只要看到我们是在
往前走着，就要保持定力。”

“我是崇尚行动的。”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坚守的原则。

无论风吹浪打，风雨无阻前行，以
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
不确定性，这是最朴素的成事之道。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迎着全国
人大代表们的目光，总书记的话掷地
有声：“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
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
方面的干劲带起来。”

东大厅的墙壁上，两幅毛泽东主
席诗词书法作品格外醒目。其中一幅
的第一句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
山只等闲”，另一幅的最后一句是“喜
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信心和力量来自人民。

上接A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