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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深圳：：第十四届文博会闭幕第十四届文博会闭幕
在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

故宫文创产品的工作人员（中）向参观者介绍清朝的八
旗。5月14日，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在深圳闭幕。据统计，共有21386名海外客商参加本
届文博会，比上届增加1370人。■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举足轻
重的字眼，重视家庭建设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建设的传统，在国际上广为人知，
受到称赞，一些外国学者文豪十分推崇中国珍视家庭的传
统道德理念。而今，世界赞许之声依然不断。巴西金砖国
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罗贝尔认为，注重家庭建设，
是中华民族最值得珍视的民族财富。法国尼斯欧洲研究
所学者乔治·佐戈普鲁斯表示，重视家庭建设，不仅对于中
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世界各国和睦相处
也有深远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古人云：家齐而后国治。千
千万万个家庭的和睦温馨、家风纯正，是国家发展、民族进
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国传统的家庭形式、生活方
式等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
也不要淡漠对家庭的关怀，对真情的坚守。传统文化中孝
亲尊长、兄友弟恭、相敬如宾等家庭理念，忠厚传家、勤俭持
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等家风家教传承，对当代中国人增进
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仍然有重要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坚守。

联合国设立国际家庭日的初衷，旨在提高各国政府和
公众对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和进步。
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在国际社会消除贫困、促进
性别平等、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中国人重
视家庭家风建设的意识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正为弘扬家
庭美德作出积极努力。让我们不断传承中华家庭美德，让
美好家风代代相传，让千家万户洋溢温馨，让中国社会更
加和谐美好。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让传统美德照亮
我们的家与国

■新华社记者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还有半个月
光景，华北大平原上的冬小麦就要熟了。此
时的原野上麦浪翻滚，丰收在望。

以冬小麦为主的夏粮是每年的头一茬收
获。据农业农村部预计，如果后期不发生大
范围极端天气，今年夏粮有望继续丰收，为全
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粮丰天下安。近年来国家持续提升粮食
产能，种植结构不断优化，确保了中国人的饭碗
主要装的是中国粮，粮食安全根基进一步夯实。

“藏粮于地”
加强粮食产能建设

夏粮有望再获丰收的同时，大地回暖的
东北黑土地上农事也正忙，铁牛隆隆声中，农
民们陆续播种下今年的希望。

“2017年全省粮食总产达1203.76亿斤，
实现‘十四连丰’，连续7年保持全国首位，单
产、品质和效益均好于上年，发挥了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作用。”黑龙江省农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

黑龙江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近年
来这个省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推进亿亩生态高产标准农田建设，建设粮食
生产功能区，加快大中型灌区及其田间配套
设施建设，加强现代农机装备水平，粮食产能
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

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之

一，各地“藏粮于地”大力推进粮食生产能力
建设，全国已建成5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
收、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农田
有效灌溉面积比例超过52％，抵御自然灾害
能力明显增强。

在机械化方面，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6％，比2003年提高
33个百分点。小麦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玉
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75％，
粮食生产已由人力畜力为主转到机械化为主
的历史新阶段。

“自2013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5
年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标志着我国粮食
生产能力达到12000亿斤。”农业农村部种植
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表示。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地方政府抓粮
积极性，国家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扶持，坚持稻
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完善粮食收储政策，健
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同时，划定并建好
粮食生产功能区9亿亩，“十三五”末确保建
成8亿亩、力争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

立足资源优势
构建“粮经饲”三元结构

“同样是种玉米，没想到收入差这么大。”
虽然播种了没多久，但岩更树还是来到地里
查看青贮玉米生长情况。

岩更树是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新厂镇阿
莫村的村民。以前他家种植普通玉米，一年
下来每亩收入不到500元。去年，他在政府

推动下种了青贮玉米，由于当地可以种植两
季，所以一亩青贮玉米收入超过4000元。

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
义，近年来我国积极调整种植、畜牧、渔业结
构，减玉米、增大豆、扩饲草、调生猪、提牛奶
等，成效明显。全国累计调减籽粒玉米5000
万亩，大豆种植面积增加近2000万亩，杂粮
杂豆、青贮玉米和优质饲草也呈增加趋势。

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各地创新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治理农业资源环境突出问题，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取得新进展。粮棉油糖绿
色高质高效创建成为农业部门指导生产、开
展服务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农药、
化肥利用率分别提高3.8和4.8个百分点，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和农膜
回收率均达到60％以上，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达到55.3％。

为了让耕地“休养生息”，国家自2016年
启动了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两年来累计
实施轮作试点1500万亩、休耕试点316万
亩，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明显。在试点带动下，
近两年东北地区调减籽粒玉米3000多万亩，
通过改种大豆等养地作物，2017年减少化肥
施用量50多万吨。河北实行小麦冬季休耕，
年压采地下水3.6亿立方米。

“藏粮于技”节本增效
保障农民利益

“今年春耕，139公顷地都用上了根据测

土配方施肥数据‘定制’的化肥。”吉林省伊通
县玉鹏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鹏举不久前
告诉记者，“咱土地吃上了‘营养配餐’，土壤
成分都知道。”

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张鹏举的合作社每
公顷玉米地施肥量减少了500斤左右，成本
降低1000元左右，但粮食产量不减。去年这
个农业大省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实现
增产粮食3.87亿公斤，减少肥料投入3.7万
吨，为农民增收节支7.6亿元。

近五年来，国家打造了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大力推进产业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土壤、环境监测等基础
性长期性科技工作，加快发展现代种业，推进
种业权益改革。目前，全国主要农作物良种
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
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
66％，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7.5％。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与20世纪
八九十年代推广杂交稻、紧凑型玉米等革命
性增产技术不同，这些年粮食单产提高更多
靠技术的组装配套，集成推广了一批区域性、
标准化技术模式，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
艺结合。

各地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陕西、
湖北、湖南、河北、四川等地探索开展试点，从
农业乡土专家、种养能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技术骨干中招募特聘农技员，培养一支精准
服务产业需求、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带领贫困
农户脱贫致富的服务力量。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粮丰天下安
——近年来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成效综述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规范
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
护产权的部署，营造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
产权和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国务院决定开展
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通知》明确，此次清理的范围是国务院部
门和各地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规章、
规范性文件，重点清理有违平等保护各种所有
制经济主体财产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
权等各类产权的规定，不当限制企业生产经
营、企业和居民不动产交易等民事主体财产权
利行使的规定，以及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使
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政策方面区别性、歧
视性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规定。

《通知》提出，清理工作要于今年内完成，
要坚持“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依据《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
护产权的意见》部署的各项任务和相关上位
法修改、废止情况，对规章、规范性文件逐项
研究清理，确保应改尽改、应废尽废，使党中
央、国务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
的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清理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
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限要求，抓紧开展清
理工作。要强化监督检查，建立涉及产权保
护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长效机制，根
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工作进展动态清理。对
清理不及时、影响产权保护任务措施有效落
实的，要予以问责。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宣
传报道，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并向社会公
开清理结果。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开展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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