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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６日电 针对近期涉及日
本军事安全领域动向的相关报道，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２６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日方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计划引进Ｆ－３５Ｂ战
机并将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改造为航空母舰。
中方对相关动向有何评论？是否担心亚洲掀起新
一轮军事竞赛？

华春莹表示，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
领域的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我注意到有报道认为，日方要采取的举措可
能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
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法律保障和象征，也
是日本面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

华春莹说，中方敦促日方坚持“专守防卫”，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多
做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互信和地区和平稳定的
事，而不是相反。

中方敦促日方

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针对菲律宾南部地
区遭受热带风暴“天秤”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中方愿为菲方救灾积极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据报道，22日，热带风暴“天秤”袭击菲律宾棉
兰老岛，引发洪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
害，迄已造成300余人死亡或失踪。

华春莹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习近平主席已致
电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慰问，中方愿为菲方救
灾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菲律宾政府
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困难、重建家园。”

热带风暴致菲律宾

300余人死亡或失踪
中方愿为菲方提供帮助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１２月２６日电 俄罗
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日前表示，俄已完成北极地区
大规模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据俄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２５日报道，绍
伊古是在当日召开的俄国防部社会委员会会议上
作此表态的。绍伊古说，在开发北极的历史上，
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北极地区建设如此大规
模、装备完善的设施。

此前，绍伊古曾表示，北极地区军事基础设
施的建成将有助于控制北方航道，保障俄在北极
地区经济活动安全。

俄罗斯宣布完成北极地区

大规模军事基础设施建设

粮食生产能力增至１．２万亿斤，主要农产品
供给充足；

农民人均年收入超１．２万元，６０００多万贫困
人口稳定脱贫；

农业绿色发展势头正劲，生态文明成为美
丽乡村建设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
好、稳中向新，成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稳压
器”，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夯实了根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破题

与往年把玉米卖给中储粮粮库不同，今年
黑龙江农垦的丰顺种植专业合作社把玉米卖给
了广东一家饲料厂。这家合作社的理事长赵军
说，卖给广东的玉米先通过铁路运到锦州港，再
通过水路运到广州。

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和农业生产成本“地
板”双重挤压，生态资源亮起“红灯”，补贴政策
逼近“黄线”，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和农民持续增
收压力叠加而至……回首五年前，我国农业发
展面临的形势之复杂不可谓不险。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正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一场硬仗。自去年改革以来，玉米降价、
加工回暖、贸易走活、进口减少，改革稳步推进
并取得明显效果。改革头一年，全国籽粒玉米种
植面积下降了３０００万亩、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了

１０００多万亩，种植结构得到优化。
今年，粮食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大豆实施了市场化收
购加补贴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
国祥表示，随着玉米、大豆收储制度改革的推
进，我国粮食生产呈现的“高产量、高进口、高库
存”怪象正在改变。

在减少无效供给的同时，我国更注重培育
耕地地力，通过轮作、休耕、增施有机肥、推广节
水灌溉等方式，让长期紧绷的水土资源这根弦
有所放松，给子孙后代更可持续的利用空间。

２０１７年，全国轮作休耕面积扩大到１２００万
亩，轮作重点集中在曾经遍布大豆与高粱的东
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休耕集中在河北地
下水漏斗区、湖北湖南重金属污染区和贵州云
南等生态严重退化地区。

产业扶贫成为脱贫攻坚主战场

“今年我养了１００多只黑山羊，能出栏５０多
只，赚６万多块钱。”说起致富经，湖北省罗田县
上石源河村贫困户李云启滔滔不绝，“资金、技
术、保障，现在咱一样都不缺，干劲儿十足！”

两年前，当地政府出台产业激励机制，为他
提供了１万元扶持资金、３万元贴息贷款，同时提
供优质种羊、养殖标准、技术指导、肉羊回购等

一系列服务。李云启盘算着，还清３万元贷款后，
就能如期实现脱贫。

抓住产业这个摆脱“穷帽子”的关键，在向
贫困发起最后攻坚战的道路上，一块块底子薄、
条件差、难度大的“硬骨头”正被逐一啃下。

２０１６年５月，农业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贫
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精准脱贫指导意见》，
为如何扶真贫制定了路线图。农业部把农业产
业扶贫作为优化农业供给结构、补齐农业现代
化短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重要举措，调动全
国农业系统力量务实推进。

几年工夫，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相继成长壮大，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能力明显
增强。据农业部调查，１００个样本贫困县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直接带动贫困人口覆盖度达
４９．８％。

今年前三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达到１０．５％，高于全国农村平均
水平１．８个百分点。其中，产业扶贫功不可没。

农业更绿色农村更宜居

“前几年，这里的农房还是破旧不堪，街上垃
圾遍地。经过环境整治后，硬化路通到家家户户。”
经历了从脏乱到宜居的变化，河南省永城市新农
村办主任李世军深有感触地说，“如今，村里绿树
成荫，庭院干净整洁，老百姓的笑脸也多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推力，是各地农村基
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强
支农惠农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
设有了长足进步。

五年来，农业发展也更“绿”了。曾几何时，
种地就是“大水大肥”“下猛药”。可如今，如果去
田间地头转转就会发现，杀虫灯、粘虫板、水肥
一体的滴灌系统越来越常见。

在养殖业，用科技手段让畜禽粪污“变废为
宝”，加工成有机肥或是用来发电、生产沼气，已
经是规模化养殖户和企业的通行办法。安徽宿
州市埇桥区顺河乡后湖村的养猪大户徐永生就
是其中之一。

“几年前，一到夏季苍蝇就乱飞。”他说，“如
今，应用沼气技术，将粪污全部变成了沼液沼
渣，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种养结合、沼液
沼渣还田还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效益。”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
刻革命，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
向。几年来，各地通过控量提效，大力发展节水
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农田灌溉水利
用系数已从１９９８年的０．４提高到０．５２。

在化肥、农药使用方面，通过减量替代，推
广测土配方技术，２０１６年全国化肥使用量首次
接近零增长；通过减量控害，加强绿色防控，全
国农药施用量保持零增长。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６日电）

稳中向好开新篇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发展成就综述

衡量地方发展和官员政绩有了新“风向标”

我国首次发布绿色发展指数
环境治理指数山东排前5位

综合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26日，国家
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和中央组
织部联合发布《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
果公报》，首次公布了2016年度各省份绿色发展
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

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不仅展示了
当年各省份绿色发展情况，还将纳入五年一次
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考核结果将成为各
省份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
重要依据。专家认为，这对于完善经济社会发展
评价体系，引导各地区各部门树立正确发展观
和政绩观意义重大。

从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来看，
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福
建、浙江、上海、重庆。公众满意程度排名前5位

的地区分别为西藏、贵州、海南、福建、重庆。
从构成绿色发展指数的6项分类指数结果来

看，资源利用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福建、
江苏、吉林、湖北、浙江；环境治理指数排名前5位
的地区分别为北京、河北、上海、浙江、山东；环境
质量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海南、西藏、福
建、广西、云南；生态保护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
分别为重庆、云南、四川、西藏、福建；增长质量指
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上海、浙江、江
苏、天津；绿色生活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
北京、上海、江苏、山西、浙江。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
大计。“官方公布一国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指数，这
在中国是首次，在全世界各国也是领先的。”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李晓西说，这一指数是实现中国绿

色发展战略的有力措施，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
体制等重点任务，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绿色发展指数采用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
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6个方面
的55项评价指标计算生成，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
区绿色发展成果。绿色发展指数，不仅是督促和
引导各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器”，更是
推动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要摒弃‘唯
GDP论英雄’的发展观、政绩观。”国家发改委副
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完善经济社会
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导向和约束。对于需要改进和提高的领域
深入总结、分析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地解决措施
并加以落实，从而补齐绿色发展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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