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3 月 18 日，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中国报
业协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乡村振兴》杂
志社、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主办的
牵手计划产业支持项目“村村播 家家富”公益助
农活动启动仪式在人民日报社报告厅举行。

� �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做好养老服务工
作，既是为老年人解当下之急、燃眉之急，又是为
其家庭成员解决后顾之忧，更是为全社会提供稳
定预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社会服务。 ”全国政协
常委、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
言，要充分发挥社区在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
充分发挥社区在养老服务
中的重要作用

近日 ，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召开
2023 年儿童福利和保护工作会议，总结 2022 年
工作，分析当前儿童福利和保护工作面临形势，
部署 2023 年重点工作。

北京市召开 2023 年儿童
福利和保护工作会议
部署 2023年重点工作

【导 读】

“牵手计划”产业支持项目“村村播
家家富”公益助农活动在京启动

”
“

无尽藏：世界最古老的基金会
在中国古代的佛教寺院中，设置有一种金融机构，称为“无尽藏”。
“无尽藏”本来是佛教中的一个术语，指贮存无限财宝之藏，引申为广大无穷的功德。 寺院中的“无尽藏”，就是

寺院将信徒奉献的财物借贷给他人，用所得的利息作为寺院修缮、维持的费用。 尽管这个机构主要是面向佛教，但
是同时也进行社会救济，以信众布施的钱财作为基金，在社会发生饥馑的时候低息借贷给贫民。所以这种金融机构
也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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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上午，民政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部党组书记、部长唐登杰主
持会议并讲话。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唐承沛、詹成付传达全国两会精神。

中国基金会管理信息指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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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文章指出， 要锚定建设农业强
国目标，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到 2035 年基本实
现农业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
农业强国， 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
署。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
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
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 必须把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摆上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重要位置。 建设农业强
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我
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 实现的农业
现代化， 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
强国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
情的中国特色。 一是依靠自己力量
端牢饭碗； 二是依托双层经营体制
发展农业；三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四是赓续农耕文明； 五是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

文章指出，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
强国的头等大事。 只有把牢粮食安
全主动权， 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
权。农业强，首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保障能力必须强。 提升粮食
产能仍然是首要任务， 关键还是抓
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要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 逐步把永久基本
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把种业
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 把当家品
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要健全种粮
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健全主产区利
益补偿机制。 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
同时发力， 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
行动。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
食物供给体系。 各级党委和政府务
必把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扛在
肩头。

文章指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
务。“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实现历史
性转移，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
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 总
的要求仍然是全面推进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产业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
实际工作的切入点。 要把“土特产”
这 3 个字琢磨透，依托农业农村特
色资源 ，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
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促进产业振兴，必须落实产
业帮扶政策。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
务，要继续压紧压实责任，坚决防
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 要坚持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
中心任务， 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

文章指出， 要依靠科技和改革
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建设
农业强国， 利器在科技， 关键靠改
革。 必须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
创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
能新优势， 加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
的跃升。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
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 农业科技创新要着力提升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 农业科技工作要突
出应用导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深
化农村改革， 必须继续把住处理好
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 让广大
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 要扎
实做好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的各项
工作，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 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试点， 完善土地增值收益
分配机制。 要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
管体系，严格控制集体经营风险。 要
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双向
流动的制度壁垒， 率先在县域内破

除城乡二元结构。 推进农村改革，必
须保持历史耐心，看准了再推，条件
不成熟的不要急于去动。

文章指出， 要大力推进农村现
代化建设。 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
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 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
有之义。 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
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要瞄准“农村基
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组织
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 让农民就地
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要完善党组织
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 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
稳定有序。 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
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
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文章指出， 要加强党对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的全面领导。 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关键
在党。 必须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
原则不动摇，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
强保证。 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是党
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的有效机制。 要打造一支政
治过硬 、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领
导农业强国建设能力的“三农”干
部队伍，打造一支沉得下、留得住、
能管用的乡村人才队伍。 农村基层
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
力的基础。 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
村级组织体系， 把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
战斗堡垒。

文章强调， 农业强国， 是拼出
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要铆足干
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步伐，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而努力奋斗。 （据新华社 ）

3 月 16 日出版的第 6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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