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2月25日 星期三编辑：郭晓明 校对：俊峰 组版：徐凌凌
国内新闻 07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
议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研究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步
伐的重要政策，部署2014年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农业农村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
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
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
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我国经
济社会长远发展大局出发，高屋建瓴、深刻精
辟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具有方向性
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同时提出明确要求。
李克强在讲话中深入分析了农业和农村工作
形势，并就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更
好履行政府“三农”工作职责等重点任务做出
具体部署。

会议指出，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的又
一次重要会议。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出
台的“三农”政策行之有效、深得民心，有效
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力推动了农业农村
发展。我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农村改
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
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战胜各
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
坚实基础。

会议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
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
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
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
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我们必须坚
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

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
紧抓好。

关于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会议指出，我
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
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
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
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
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
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
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要
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合理配
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
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18 亿亩耕地红线仍
然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
基本稳定。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
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
积极性，要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
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把有
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搞好粮食储备调
节，调动市场主体收储粮食的积极性，有效
利用社会仓储设施进行储粮。中央和地方
要共同负责，中央承担首要责任，各级地方
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增加粮食生产投入，
自觉承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善于用
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
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
奏。高度重视节约粮食，节约粮食要从娃
娃抓起，从餐桌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

关于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会
议指出，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
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
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

“魂”。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农村集
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
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
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
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
庭。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依法保障农
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

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
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这是我国农
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对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不断探索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
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
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
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
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土地经营
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
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
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
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加强土
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推动土地经营
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
行。

关于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会议强调，
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
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食品
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正本
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要把农产品
质量安全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现代
农业建设的关键环节，用最严谨的标准、最
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食品
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要把住生产环境
安全关，治地治水，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切
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对受污染严重的
耕地、水等，要划定食用农产品生产禁止区
域，进行集中修复，控肥、控药、控添加剂，严
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食品安全，
也是“管”出来的，要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
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更为严格的食品安
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使权力和责
任紧密挂钩，抓紧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追溯体系，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
品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严厉打击食品
安全犯罪，要下猛药、出重拳、决不姑息，充
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要
大力培育食品品牌，用品牌保证人们对产品
质量的信心。

关于“谁来种地”，会议指出，解决好这个
问题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整个经济社会发

展影响深远。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
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
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
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要提高种地集约经营、规模经营、社
会化服务水平，增加农民务农收入，鼓励发
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
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要提高农
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
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
后继有人。要强化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
创造良好务农条件和环境，要加大农业投入
力度，建立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制
定大中专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毕业生到农村
经营农业的政策措施。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
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
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
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
障。与此同时，也要继续重视普通农户的生
产发展。

关于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会议指出，要
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树立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理念，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
定有序。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
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
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要重
视农村“三留守”问题，搞好农村民生保障
和改善工作，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
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坚持不懈推
进扶贫开发，实行精准扶贫。要重视空心
村问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继续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幸福家
园和美丽乡村。要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
盾，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有序，及时反映和协
调农民各方面利益诉求，处理好政府和群
众利益关系，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
盾。要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完
善乡村治理机制，扩大农村党组织和党的
工作覆盖面，加大培养青年党员力度，提高
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夯实党在农
村的执政基础。完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

用制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
行使民主权利。

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立
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遵循现代化规律，依靠
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
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
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
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涉农行政管理
方式创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继续
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
视，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处理好政
府和农民的关系，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坚持因
地制宜、试点先行，尊重农民和基层首创精
神；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把方向、
管大局、抓重点，地方按照中央“三农”决策部
署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问题。要积极
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
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
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
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
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突出特色推进
新农村建设，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
的日子。

会议强调，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
统。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
导，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三农”工作，多
到农村去走一走、多到农民家里去看一看，
真正了解农民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帮助
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各级领
导干部特别是以农业为主产业的市县乡镇
干部，要熟悉农业、了解农业，要懂农作物
的种类和品质、节气、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基
本知识。

会议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团结一心、扎实工作，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认
真落实这次会议的各项部署，奋力开辟农业
和农村工作的崭新局面。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
见（讨论稿）》。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2014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2013年，国人常犯的十大语文
差错有哪些？著名语文刊物《咬文
嚼字》24日对此进行了盘点。这十
大语文差错主要来源于热点社会新
闻事件，其中包括“棱镜门”、央视汉
字听写大会、高考等。

■（差错一）王立军“服法”并非
“伏法”

2013 年，王立军、薄谷开来因
涉嫌犯罪被公开审判，不少媒体报
道称：“王立军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
刑后，认罪伏法，不上诉。”“涉嫌杀
人被公开审判，薄谷开来认罪伏
法。”其中的“伏法”均是“服法”之
误。

其实，“伏法”指犯人已被执行
死刑，“服法”则指犯人服从判决。

■（差错二）“棱镜门”事件“泄
密”不是“泄秘”

二者都有不为人知的意思，但
“秘”强调客观上不为人所知，如“秘
方”“秘史”“揭秘”等，而“密”则强调
主观上不想让人知道，如“密谈”“机
密”“泄密”等。

■（差错三）温岭“杀医案”误为
“弑医案”

2013年10月浙江温岭市某医
院3名医生被患者持刀捅伤，其中1
名医生不幸遇难。多家媒体在报道
时称之为“弑医案”。

“弑”是古语词，指臣子杀死君
主或子女杀死父母。医生与患者之
间不存在这种关系，不能用“弑”字，

只能用“杀”。
■（差错四）文职干部误称“文

职将军”
李某某涉轮奸案在2013年备

受关注，媒体大量报道提及著名歌唱
家李双江，并冠以“文职将军”头衔。

据悉，在我国军队中，专业技
术三级以上文职干部享受将官相
应的工资标准、生活待遇，但并没
有授予相应的军衔。在我军法规
条例中，也并无“文职将军”这一名
称。2013年8月，解放军总政治部
颁发了《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
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
其中明确规定：军队中“专业技术
三级以上文职干部不得称将军或
者文职将军”。

■（差错五）浙江高考作文题
“摆乌龙”，英国作家变成美国作家

浙江省 2013 年高考作文题出
错，把英国作家戈尔丁在《蝇王》中
的名言张冠李戴安放到美国作家菲
尔丁身上。浙江省教育考试院随即
认错，并向全体考生道歉。

威廉·戈尔丁是英国小说家、诗
人，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差错六）央视汉字听写大会
将“鸡 菌”误为“鸡枞菌”

2013 年央视《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总决赛冠军争夺战中，主考
官李梓萌出题 jīcōngjūn，荧屏公布
的答案为“鸡枞菌”。其实，正确的
写法是“鸡 菌”，“ ”应读“zōng”。

鸡 菌是食用菌，味美如鸡。
而“枞”有两读，一读“cōng”，是树木
名；二读“zōng”，是地名。安徽省有

“枞阳县”。
■（差错七）易混淆的字是：

“蜇”与“蛰”
■（差错八）常写错的字是：

“冒”
“冒”人人都认识，但很可能落

笔即错，被誉为汉字中的“第一易错
字”。“冒”上部下不封口，两短横与
左右竖不相连，而许多人错写成

“曰”或“日”。
■（差错九）常混淆的词是：“受

权”和“授权”
2013年经常被混淆的词是“受

权”和“授权”。为了解决纠纷，企业
或个人有时委托律师全权处理，律
师常为当事人发布“律师受权声
明”。“受权”即接受他人赋予的权
力。而“授权”则是把权力授予他
人。

■（差错十）街头店招常见差
错：“羊蝎子”误为“羊羯子”

羊蝎子是大众美食，指羊的脊
椎骨，因形状像蝎子，俗称“羊蝎
子”。但因蝎、羯形似，不少街头饮
食店的店招中，将“蝎”写成了“羯”。

“羯”字有两个意思，一指阉割
了的公羊，二指我国古代的一个民
族、匈奴的一个别支，与“羊蝎子”毫
无关系。

（新华社上海12月24日电)

《咬文嚼字》：2013年国人常犯十大语文差错

12月24日，一名杭州市民
在展示马年普通贺岁纪念币。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2014 年 贺 岁 普 通 纪 念 币 一
枚。该普通纪念币正面刊“中
国人民银行”“1 元”和汉语拼
音“YIYUAN”及年号“2014”；
背面图案为一个手持寓意“吉
庆有余”挂件的小女孩骑在木
马上，其右方刊“甲午”字样。
该普通纪念币面额 1 元，发行
数量 1 亿枚，与现行流通人民
币职能相同，与同面额人民币
等值流通。 （新华社发）

马年贺岁纪念币发行马年贺岁纪念币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