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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日下
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
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
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
议。他强调，人民政协各党派、各团
体、各族各界各方面人士要围绕中共
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
到来之际，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
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
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的女同胞、海外女侨胞，致
以节日祝贺和美好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夏先鹏、田红旗、吴建平、
赵宇亮、黄绵松、胡松琴等 6位委员，
围 绕 加 强 两 岸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合
作、坚定不移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以互联网核心技术支撑网络强国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创新
成果产业化、推进生态环保产业高
质量发展、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等作
了发言。

习近平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同大家一起
讨论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感到非
常高兴。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的
各位委员，并向广大民革成员和科技
界、环境资源界人士，向广大政协委
员，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2023年是全面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共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果断实行新
冠疫情防控转段，全力推动经济恢复
发展，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圆满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
实步伐。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一致、顽强拼搏的结
果，也凝聚着广大政协委员的心血
和智慧。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民革深
入开展“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
新征程”主题教育，扎实推进政治协
商、参政议政，持续参与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民主监督，积极推动海峡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广大科技界人士积
极支持参与科技体制改革，奋力投身
科技创新。广大环境资源界人士发
挥专业优势，在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民革要在对台工作
大局中进一步找准定位、发挥优势、

积极作为，更好团结海内外、岛内外
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不断壮大
反“独”促统力量，共同推进祖国和平
统一进程。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农
业、人文、青年发展等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习近平指出，科技界委员和广大
科技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科教兴国
强国的抱负，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
任，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要务实建言
献策，助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健全科技评价体
系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
创新活力和潜力。

习近平强调，广大环境资源界委
员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高水平
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上作出新贡
献。要守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
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夯实高
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础。全面准确落
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
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
化，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拓
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人民政协成
立 75周年。人民政协要发扬优良传
统，牢记政治责任，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加
强自身建设，政协委员要提高自身素
质和履职能力，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
工作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石泰峰、郑建邦、胡春华、王东峰、
何报翔等参加联组会。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时强调

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电 当前，春耕备耕已由
南向北逐渐展开。5日提请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明确
粮食产量1.3万亿斤以上。

1.3万亿斤以上的目标，确定依据
是什么？

《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
力规划（2009—2020 年）》实施以来，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迈上 1.1万亿斤、
1.2万亿斤、1.3万亿斤的台阶。2023
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 1.39万亿斤，连
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生
产实现“二十连丰”。

近年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粮
食需求刚性增长，尤其是极端天气事
件频发、粮食生产不确定性增加，端
牢饭碗的压力不断加大。

虽然面临挑战，粮食生产也要稳
中求进。

对于今年粮食产量的目标，计划
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相关考虑：为夯
实粮食安全基础，粮食产量目标需
要保持稳定。同时，随着深入推进
粮食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农业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节粮减损等
工作持续推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
稳中有升。

如何确保完成 1.3万亿斤以上的
目标？

计划报告提出，扎实推进新一轮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
食播种面积，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实
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布局建设粮食
产能提升重点县，加强作物田间管理
和技术服务指导，完善化肥保供稳价
应对机制，做好重大病虫害防控和农
业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围绕粮食生产的关键，一系列实

招、硬招已经部署：
——抓好耕地。
计划报告提出，全面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严格耕地保护和粮食安
全责任制考核。大力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优先把东北黑土地区、平原
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
建成高标准农田，适当提高中央和省
级投资补助水平。加强退化耕地治
理，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

——攥紧种子。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种业振

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支持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
品种测试、良种繁育基地等项目建
设，今年将选育推广生产急需的自主
优良品种，加快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
新平台建设。

——提高“两个积极性”。

提高种粮农民和主产区“两个积
极性”至关重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加
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完善主产区利
益补偿机制。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将
继续提高小麦和早稻的最低收购价，
实现全国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
种植收入保险的全覆盖，提高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补助水平，取消对产粮大
县的资金配套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水稻研究所
所长胡培松表示，提高种粮农民收
入、种粮科技水平、种粮农民养老待
遇；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推进农
户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促进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强化对主产区的政策扶
持，支持主销区和主产区开展农业科
技合作……实施这些关键举措，将为
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二十连丰”后，如何确保粮食产量稳在1.3万亿斤以上
实招、硬招已部署：抓好耕地、攥紧种子、提高“两个积极性”

3月6日，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
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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