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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蓝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

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

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

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党中央认

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

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

强。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

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

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

强国。

做好 2023 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三

农”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

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

贫等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一、抓紧抓好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一）全力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全

国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稳住面积、主

攻单产、力争多增产。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的物质基础，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利、

地方抓粮担责尽义的机制保障。实施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

展吨粮田创建。推动南方省份发展多

熟制粮食生产，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

展 再 生 稻 。 支 持 开 展 小 麦“ 一 喷 三

防”。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继续

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

最低收购价，稳定稻谷补贴，完善农资

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

补偿机制，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

模。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实施

好优质粮食工程。鼓励发展粮食订单

生产，实现优质优价。严防“割青毁

粮”。严格省级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

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推动出台粮

食安全保障法。

（二）加力扩种大豆油料。深入推

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扎实推

进 大 豆 玉 米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支 持 东

北、黄淮海地区开展粮豆轮作，稳步

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完善玉米

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好大豆完全成

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统筹油

菜综合性扶持措施，推行稻油轮作，

大力开发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支持

木本油料发展，实施加快油茶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落实油茶扩种和低产低

效林改造任务。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

量替代行动。

（三）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实施设

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加快发展水

稻集中育秧中心和蔬菜集约化育苗中

心。加快粮食烘干、农产品产地冷藏、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集中连片推进老

旧蔬菜设施改造提升。推进畜禽规模

化养殖场和水产养殖池塘改造升级。

在保护生态和不增加用水总量前提下，

探索科学利用戈壁、沙漠等发展设施农

业。鼓励地方对设施农业建设给予信

贷贴息。

（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

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分领域制定实施

方案。建设优质节水高产稳产饲草料

生产基地，加快苜蓿等草产业发展。大

力发展青贮饲料，加快推进秸秆养畜。

发展林下种养。深入推进草原畜牧业

转型升级，合理利用草地资源，推进划

区轮牧。科学划定限养区，发展大水面

生态渔业。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深

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培育

壮大食用菌和藻类产业。加大食品安

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健全追

溯管理制度。

（五）统筹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调控。加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强化储备和购销领域监管。落实生猪

稳产保供省负总责，强化以能繁母猪

为主的生猪产能调控。严格“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考核。完善棉花目标价格

政策。继续实施糖料蔗良种良法技术

推广补助政策。完善天然橡胶扶持政

策 。 加 强 化 肥 等 农 资 生 产 、储 运 调

控。发挥农产品国际贸易作用，深入

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深入开

展粮食节约行动，推进全链条节约减

损，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提

倡健康饮食。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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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今年全国“两会”还有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又

进入一年中最忙的状态。忙，是张天任

履职的常态，从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开始，他奔走于社情民意中，已经

忙活了十年。他说，为民意“代言”必须

进行扎实的调研，才能有解决方案。

2021年一次乘坐高铁途中，张天任

在和邻座一位从事废旧资源回收的企

业主聊天时得知：企业主从个人手中收

购废旧物资，但卖给处置企业时要缴

13%的增值税，由于没有进项发票抵扣，

负担很重。有些企业“无票销售”，或者

把废旧物资卖给“地下”冶炼厂，“正规

军”干不过“游击队”。

一直高度关注绿色发展的张天任

留下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回来后马上对

10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撰写

了建议，带上全国“两会”。“我为资源综

合利用行业高质量发展呼吁，希望国家

对回收企业的增值税按小规模纳税人

标准 3%征收，同时加大提高即征即返

比例。”张天任说。

呼吁很快得到回应。2022 年，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

完 善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增 值 税 政 策 的 公

告》，根据公告，《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

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2022 年版）》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与此同时，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也发布了关于

组织开展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示范

城市建设的通知，预计到 2025 年，60 个

左右大中城市率先建成基本完善的废

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下转第三版）

张天任代表：为绿色发展“代言”

科技日报北京2月 13日电 （记者

刘园园）“截至 2022年底，可再生能源装

机突破 12亿千瓦，达到 12.13亿千瓦，占

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47.3%，较 2021 年提

高 2.5 个百分点。”在 2 月 13 日举行的国

家能源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

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

鹏介绍。

据介绍，截至 2022 年底，在全国可

再生能源装机中，风电 3.65 亿千瓦、太

阳能发电 3.93 亿千瓦、生物质发电 0.41

亿千瓦、常规水电 3.68 亿千瓦、抽水蓄

能 0.45亿千瓦。

王大鹏表示，2022年，全国风电、光

伏发电新增装机突破 1.2 亿千瓦，达到

1.25亿千瓦，连续三年突破 1亿千瓦，再

创历史新高。全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

机 1.52 亿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

76.2%，已成为我国电力新增装机的主

体。其中风电新增 3763万千瓦、太阳能

发电新增 8741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

334 万千瓦、常规水电新增 1507 万千

瓦、抽水蓄能新增 880万千瓦。

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来看，2022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2.7 万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31.6%，较

2021 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

在保障能源供应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

越明显。

“全球新能源产业重心进一步向中

国转移，我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力发

电机、齿轮箱等关键零部件占全球市场

份额 70%。”王大鹏说，同时，我国可再

生能源发展为全球减排作出积极贡献，

2022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相当于

减少国内二氧化碳排放约 22.6 亿吨，出

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其他国家减排二

氧化碳约 5.73 亿吨，合计减排 28.3 亿

吨，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折算碳减

排量的 41%。

对 2023 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拟推

动的重点工作，王大鹏提到，将进一步

推动风电光伏技术创新和发展模式创

新；围绕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形势新要

求，推动可再生能源法修订；进一步完

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建立

基于绿证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

机制；围绕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加

快在工业、交通和住建等领域可再生能

源替代；围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大力

推动可再生能源重大工程等。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12亿千瓦

科技日报北京2月 13日电 （记者

张盖伦）13 日，在教育部与中国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世界数

字教育大会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院长李永智代表中国教科院正式向海

内 外 发 布《 中 国 智 慧 教 育 蓝 皮 书

（2022）》与《2022 年中国智慧教育发展

指数报告》。

该蓝皮书以智慧教育内涵阐释为

主线，从环境、教学、治理、人才四维度

提出 16个具体特征，总结中国智慧教育

发展经验，向世界发出未来应重点关注

的七个议题和五项倡议。

报告认为，智慧教育是数字时代的

教育新形态，与工业时代教育形态有着

质的差别。这种教育新形态，新在五个

维度。一是新在核心理念。智慧教育

既是关乎民生的具体行动，更是关乎国

计的重大战略，通过科技赋能和数据驱

动，将全方位赋能教育变革，系统性建

构教育与社会关系新生态，为每个学习

者提供适合的教育，让因材施教的千年

梦想变成现实，将首次历史性地实现微

观层面的个人发展与宏观层面的社会

发展全面高度统一。二是新在体系结

构。智慧教育将突破学校教育的边界，

推动各种教育类型、资源、要素等的多

元结合，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

高质量个性化终身学习体系。三是新

在教学范式。智慧教育将融合物理空

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创新教育教

学场景，促进人技融合，培育跨年级、跨

班级、跨学科、跨时空的学习共同体，实

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

合。四是新在教育内容。智慧教育将

聚焦发展素质教育，基于系统化的知识

点逻辑关系建立数字化知识图谱，创新

内容呈现方式，让学习成为美好体验，

培养学习者高阶思维能力、综合创新能

力、终身学习能力。五是新在教育治

理。智慧教育将以数据治理为核心、数

智技术为驱动，整体推进教育管理与业

务流程再造，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

《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

智慧教育成数字时代教育新形态

第一次采访张天任代表是在 2018

年全国“两会”上。当时，他为电池回收

技术、政策等相关议题持续发声，向我

介绍他的调研和思考。往后的几次采

访中我了解到，作为一个科技型民营企

业带头人，他不仅关注与自身行业相关

的绿色发展问题，还关注中小微企业科

技创新、实体经济、营商环境等。他注

重创新也善于创新，从 2013 年起，与当

地乡镇街道人大密切协作，天能集团设

立人大代表联络站，成为浙江省最早在

企业驻地设立的人大代表联络站。他

每周都在联络站接待附近的居民、职

工，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心贴心

的交流，实现了汇聚社情民意方式方法

的创新。立足行业观社情，扎实调研汇

民意，这是张天任对履职的理解。

2月13日，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单位共同组织的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举行。大
会发布了《2022年度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展示了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及领先技术，分享优秀商
业实践成果，探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未来机遇。图为工业机器人展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

大使：

一、免去侯艳琪（女）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尼泊尔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

泊尔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冯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

务；

任命史宏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张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突尼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万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突

尼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陈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中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钦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中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胡张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塞拉利昂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王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塞

拉利昂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张益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纳米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赵卫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纳米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七、免去易先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侯悦（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八、免去李军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意大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圣

马力诺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贾桂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意大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圣马

力诺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九、免去钱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斐济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周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斐

济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十、免去欧箭虹（女）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萨尔瓦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张艳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萨尔瓦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

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

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

阻甚至惊涛骇浪”。在新进中央委员会

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国际

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

遇和风险挑战，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

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

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

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我们党的鲜

明品格，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

神力量。历史反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

则安全存，以妥协求安全则安全亡；以

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妥协谋发展则

发展衰。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

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要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

特点，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增

强斗争本领，掌握斗争主动权，有效应

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

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

斗争的新胜利。

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

到胸中有数。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

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

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

环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

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

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

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

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始

终存在并日益凸显。我国改革发展稳

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

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

题。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

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

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

能发生，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防范化

解的矛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

我们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意识和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在面对各

种矛盾问题和重大风险挑战时始终做

到方向明确、头脑清醒、应对有方、行动

有力。

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底气。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

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

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

党紧紧依靠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

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攻克了一个个

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对党、对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对科学社会主义在 21世纪

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走人

间正道，干正义事业，在坚定维护世界

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

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向

未来，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

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

所在。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必胜

信念，坚持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和战略

布局、战略举措不动摇，把党中央决策

部署落到实处，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坚

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心无旁骛做好自

己的事，奋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

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

和挑战，增强斗争的志气、骨气、底气，

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

难而上，勇于迎击任何狂风暴雨、战胜

任何惊涛骇浪，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下转第二版）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