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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19日公布。文件重
点部署了哪些任务、如何确保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新一轮农村改革如
何发力？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
布会上作了全面解读。

集中力量

攻坚“三农”硬任务

韩长赋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是决胜全面小康攻坚冲刺阶段的一
号文件，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交
汇推进时期的一号文件，是改革开
放40年新时代农村改革再出发的一
号文件。

韩长赋表示，今明两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
领域有不少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打
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大的硬任务，文件把它摆在突出
位置，要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做好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第二项硬任务是抓好粮食生
产。他说，要稳定扶持粮食生产的
政策举措，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在16 . 5亿亩，粮食产量保持稳定，

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第三项，增加农民收入。到

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
一番，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
指标。

第四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重点抓好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
和村容村貌提升。

第五项，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短板。文件提出要实施村
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加强农村饮
水、道路、用电、住房、物流、信
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其他领域也有硬任务，必
须强化时间节点意识，加强统筹协
调，细化工作举措，层层压实责
任，确保这些硬任务能够按时按质
收官交账。”他说。

突出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政策导向

一号文件提出，落实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总方针，牢固树立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政策导向。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一个必
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韩长赋
说 ， 一 号 文 件 提 出 了 “ 四 个 优
先”：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

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
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
排。

他强调，要优先把优秀的干部
充实到“三农”战线，优先把精锐
力量充实到基层一线，优先把熟悉
“三农”工作的干部充实到各地党
政班子，建立健全“三农”工作干
部队伍培养、配备、管理、使用机
制。

同时，坚持把农业和农村作为
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
领域，加大公共财政倾斜力度，提
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投入
比例，确保农业农村投入力度不断
增强、总量不断增加。

“优先贵在落实，要真正改变
‘三农’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
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强化五
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把‘四个
优先’的要求真正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并且和自己的政绩联系起
来，层层落实责任，动真格、见实
效、能考核。”韩长赋说。

土地制度改革

是农村改革“重头戏”

韩长赋表示，一号文件对新一
轮农村改革作出部署，处理好农民

和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深化农村改革
的主线，要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牵引
推进农村改革。

他说，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扎实完成承包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处理好、化
解好遗留问题。这项工作已经基本
完成，今年要做好收尾工作。同
时，研究出台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以后再延长30年的配套政策，确保
政策衔接。

据他介绍，农村土地征收、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
度改革是正在继续深化的农村土地
制度三项改革。试点比较成熟的，
如农村土地征收和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将会在修改相关法律基
础上，完善配套制度、全面推开，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

试点不够成熟的，如宅基地
制度改革，要稳慎推进，拓展改
革试点，丰富试点内容，探索适
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的有效途径，盘活利用闲置宅基
地和闲置农房，增加农民的财产
性收入。

他同时强调，要坚持农村土地
集体所有、不搞私有化，坚持农地

农用、防止非农化，坚持保障农民
土地权益、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
基地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

重点部署

乡村治理工作

韩长赋说，现在一些农村婚丧
陋习、老无所养等不良风气有所抬
头，有些地方农村黑恶势力侵蚀农
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一些农村基
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服务动员农民
的能力弱化，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发
挥得也不够。

对此，一号文件在完善乡村治
理机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平安乡村、抓好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等方面都作出重点部署。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环节，它关系到农民的幸福感和安
全感，关系农村社会稳定，也关系
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韩长赋强
调。

他还表示，完善村级组织运转
经费保障机制是一号文件中一个很
重要的政策，同时要因地制宜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通过这些措施，发
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带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
乡村治理体系。

今明两年必须完成5项硬任务
———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解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刘
真真）2月20日，第十三届中国孝
堂山文化旅游节暨十大孝子、最美
家风颁奖大会在济南市长清区孝里
镇开幕。宋道福、宋信英等十名孝
老敬亲典型荣获本届旅游节“十大
孝子”荣誉，徐淑富、耿立泉等十
名群众荣获“最美家风”荣誉，他
们每人获得1000元现金奖励。与之
前不同的是，今年该镇首次对“最
美家风”获得者进行隆重表彰。

活动现场，带上大红花的孝子
宋道福十分激动：“这份荣誉太珍
贵了，我辞工回乡照顾母亲都是应
该的，只盼着我们的孝道文化能够
长久传承下去。”记者获悉，为了
照顾生病的母亲，宋道福毅然辞掉
大城市的工作，来村里一边卖豆
腐，一边照顾老母亲。在弘扬孝文
化的同时，孝里镇高度注重家风建
设，把家规家训立进家中、刻上照
壁、写入门楣、挂进厅堂，引导广
大群众传播治家格言、讲好家风故
事，传承优秀家风，潜移默化影响
群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本报济南讯 确保滨莱高速淄
博西至莱芜段、青兰高速东阿至聊
城(鲁冀界)段年内建成通车，力争
10月份建成通车；京沪改扩建、宁
阳至梁山、岚山至罗庄、文登至莱
阳、新泰至台儿庄、新泰至宁阳、
济南大东环、青兰高速莱泰段改扩
建工程和日兰高速巨野西至菏泽段
改扩建工程等9个在建项目加快推
进；力争沾化至临淄、济南至高
青、董梁公路董家口至沈海高速段
3个项目年底开工建设……2月20

日，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召开2019年
加快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动员大会，
确保按期完成年度建设任务。齐鲁
交通发展集团今明两年计划通车的
项目有9个、总里程约785公里。

(吴荣欣 陈昕路)

本报济南2月20日讯 山东省
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今
天发布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新闻办
公室2月20日下午发布，山东省济
南市莱芜区某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
疫情。该养殖场存栏生猪4504头，
发病17头，死亡3头。目前，当地
已采取坚决果断措施，该起疫情已
得到有效处置。这是山东省首例非
洲猪瘟疫情。

山东省委、省政府对发生非洲
猪瘟疫情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第一
时间作出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项
应急处置措施，坚决果断封锁、扑

杀、无害化处理，确保疫情不扩散
蔓延。省政府分管领导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督查指导，研究处置措施。
省畜牧兽医局加强调度指挥，紧急
派出工作组、专家组到现场开展调
查和处置指导。紧急下拨高效扑杀
器、高压自动喷雾器等动物疫情
应急物资设备1600余台(套)，支援
济南市做好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同时要求全省进一步强化落实监
测排查、规模化猪场和种猪场生
物安全防护、检疫监管等防控关
键措施，确保疫情不扩散不蔓延
不反复。

济南市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指
挥部按照农业农村部《非洲猪瘟
疫情应急实施方案 ( 2 0 1 9年版 )》
《山东省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
预 案 》 等 有 关 规 定实施应 急 响
应，对该养殖场存栏生猪全部扑
杀，并对所有病死猪、被扑杀猪
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开展
全面消毒灭源，对被污染或可能
被 污 染 的 物 品 、 交 通 工 具 、 用
具、猪舍场地环境等进行彻底清洗
消毒；发布封锁令，将疫情确诊的
万高发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场划
定为疫点，向外延伸3公里划定为

疫区，再向外10公里划定为受威胁
区，严禁疫区生猪出入和相关产品
调出，对疫区内养殖场户严格隔
离、检测、消毒、病原学检测阳性
生猪扑杀并无害化处理，对受威胁
区生猪临床监视、禁止调出调入；
开展疫情追踪和追溯，发现异常情
况，迅速果断处置。

山东将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
健全防控体系、外堵内控严查、狠
抓责任落实，同时加强生猪产销衔
接、稳定生产供应，继续打好非洲
猪瘟防控战。

(周艳)

山东首例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处置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记
者从北京市商务局获悉，目前该
局会同相关部门，提出了支持快
递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的若干措
施，将提供2400个（含套、间）
租赁房源（含续租、新增）作为
快递员工宿舍，加强快递企业与

改建租赁房持有机构的需求对
接，优先保障快递企业租赁。

在社保方面，对符合法定
劳动关系的快递服务单位及从
业人员，开通绿色服务通道，
为企业及员工参保、待遇支付
做好服务保障。

北京将为快递员提供2400套宿舍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近
日，国家邮政局对快递员进行了
生存现状调查，根据对 3 1个省
份、6000名快递员的调查显示，
80后、90后构成了快递员队伍的
主体。快递员群体的整体年轻
化，是快递基层工作繁重的最直
接体现。76 . 31%的快递员来自农
村，15 . 89%的快递员来自县城，
仅有7 . 8%来自城市。

“双11”期间，快递员平均
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左右，最高达
19个小时，超过80%的快递员每天
派件数量超过200件。在这种劳动
强度下，多数快递员的月收入仍
然在 5 0 0 0元以下，尽管在“双
1 1”期间快递员的收入普遍提
高，但大部分也不超过万元。

从职业感受看，35 . 8%的快递
员认为这份职业有前途，值得干
下去；43 . 35%认为还需要干一段
时间再说；20 . 85%明确认为目前
只是过渡，以后还会跳槽。快递
员的主要压力来自多方面，包括
工资福利低、客户不理解、工作
时间长、社会认同感低、快件难
送、升职难等。有51 . 94%的快递
员没上保险，上保险的快递员主
要以意外险为主。

电动三轮车是快递员的首选
交通工具，目前很难有替代产
品，在一线城市中，广州、北京
快递电动三轮车使用率较高，分
别为87 . 2%和84 . 42%；上海主要派
送工具为电动自行车，使用率为
70%。

快递员队伍现状调查———

80后90后成快递员队伍主力军
奖“十大孝子” 颂“最美家风”

第十三届孝堂山

文化旅游节开幕

齐鲁交通今明两年

将建成9条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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