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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2023年1月2日）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

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

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

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

重要、不容有失。党中央认为，

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

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强

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要

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

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

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

能力强的农业强国。

做好2023年和今后一个时

期“三农”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

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强化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坚决守牢

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

等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打

下坚实基础。

一、抓紧抓好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一）全力抓好粮食生产。

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1.3

万亿斤以上，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都要稳住面积、主攻单

产、力争多增产。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健全农

民种粮挣钱得利、地方抓粮担

责尽义的机制保障。实施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开展吨粮田创建。推动南方省

份发展多熟制粮食生产，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再生稻。支

持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实施

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继续提高

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

谷最低收购价，稳定稻谷补贴，

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增

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逐

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

围。实施好优质粮食工程。鼓

励发展粮食订单生产，实现优

质优价。严防“割青毁粮”。严

格省级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和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推动出

台粮食安全保障法。

（二）加力扩种大豆油料。

深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

工程。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支持东北、黄淮海地

区开展粮豆轮作，稳步开发利

用盐碱地种植大豆。完善玉米

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好大豆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

试点。统筹油菜综合性扶持措

施，推行稻油轮作，大力开发利

用冬闲田种植油菜。支持木本

油料发展，实施加快油茶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落实油茶扩种

和低产低效林改造任务。深入

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

（三）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

动。加快发展水稻集中育秧中

心和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加

快粮食烘干、农产品产地冷藏、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集中连片

推进老旧蔬菜设施改造提升。

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和水产

养殖池塘改造升级。在保护生

态和不增加用水总量前提下，

探索科学利用戈壁、沙漠等发

展设施农业。鼓励地方对设施

农业建设给予信贷贴息。

（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

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

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分领域制定实施方

案。建设优质节水高产稳产饲

草料生产基地，加快苜蓿等草产

业发展。大力发展青贮饲料，加

快推进秸秆养畜。发展林下种

养。深入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

升级，合理利用草地资源，推进

划区轮牧。科学划定限养区，发

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建设现代

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

工船等深远海养殖。培育壮大

食用菌和藻类产业。加大食品

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

度，健全追溯管理制度。

（五）统筹做好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调控。加强粮食应急保

障能力建设。强化储备和购销

领域监管。落实生猪稳产保供

省负总责，强化以能繁母猪为

主的生猪产能调控。严格“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完善

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继续实施

糖料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助

政策。完善天然橡胶扶持政

策。加强化肥等农资生产、储

运调控。发挥农产品国际贸易

作用，深入实施农产品进口多

元化战略。深入开展粮食节约

行动，推进全链条节约减损，健

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

提倡健康饮食。 (下转3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解读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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