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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将于3月3日起在京召开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3月3日开幕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3月5日开幕

1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全国政
协办公厅宣布，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将分别于 2015 年 3 月 5 日和 3 月 3 日在北京开
幕。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将在中国北京西长安街北侧的梅地亚
中心设立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将于2月27日正式开展工作。

强调“可持续”出实招富裕农民
——解读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

新华社新华社11日受权发布日受权发布《《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自这是自 20042004
年以来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二次聚焦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二次聚焦““三农三农”，”，
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农业农村发展面临
新挑战的背景下新挑战的背景下，，此次一号文件有哪些新精神此次一号文件有哪些新精神、、新新
部署部署，，对当前我国对当前我国““三农三农””发展呈现出的诸多挑战发展呈现出的诸多挑战，，
文件有哪些破题之举文件有哪些破题之举？？对此各方十分期待对此各方十分期待。。

突出强调“可持续” 传递发展现代农业明确信号
【困局与挑战】用不到世界 10%的耕地，养活了

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以高投入的生产模式，实现粮
食生产十一连增，近年来我国农业取得显著成绩。但
同时发展中也面临诸多新挑战，日益稀缺的资源和脆
弱的生态环境，以及不具竞争力的价格，正对农业生
产高投入高产出的旧有发展模式亮起“红灯”，不少农
民感慨“地越种越硬、越种越薄，肥越施越多、成本越
涨越高”，农业发展如何可持续，成为我国农业发展面
临的新课题。

【文件破题】文件提出，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
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
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
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文件提出要实施耕
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强化农
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

【专家点评】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研究员朱立志认
为，当前“耕子孙田种当季粮”的旧有发展模式严重透
支地力和产能，已走到尽头。最新公布的一号文件对

“转方式”浓墨重彩，极具针对性，传递出我国必须走

现代农业道路的信号。
“文件提出要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这与以往

更多地强调产量增长的表述有着明显区别。中国强，
农业必须强，农业的强不是体现在产量上，而是体现
在竞争力上，这意味着农业在‘转方式’上将有更多突
破。”朱立志说。

力争“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困局与挑战】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十一

连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然而，在当前
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占农民收入大头的打工收
入，其增长前景不容乐观；而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
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迷“双碰头”，
老乡的种田收入增长空间进一步缩窄。新常态下如
何让农民持续增收，无疑成为“三农”工作的一大新挑
战。

【文件破题】文件明确提出，努力在经济发展新
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势头。文件
强调，富裕农民，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开
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

加大政策助农增收力度。
【专家点评】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

文件对农民增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破解方案，内外兼

具、多措并举。文件提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提出乡村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的思路，对提升农业附
加值，增加农民收入有一定帮助。此外文件提出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可进一步激活农村要素资

源，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文件提出充分发挥政策惠农增

收效应。多年来，我国惠农资金量大，但使用效率并
不高，发挥好政策惠农增收效应，可使每一分支农资

金都发挥更大效能。”党国英说。

强调“美丽家园” 新农村建设迈出新步伐
【困局与挑战】近十年来，我

国新农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不
可否认的是，当前农村基础设施依
然薄弱，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还比
较低下，农村的人居环境还需要大
力改善，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程度
比较严重。特别是与城镇相比，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长期滞后，亟待提
升。

【文件破题】文件提出，加快
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今年解
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全面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社会文
明程度，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
的美丽家园。

【专家点评】中国社科院农村
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和以往一号
文件相比，今年文件在强调水、电、
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强

调公共服务水平及文化建设，提出
要创新乡贤文化，把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提升至新的高度。由“物”到
“人”，新农村建设迈向“看得见青
山绿水、留得住乡愁”的新阶段，内
涵更为丰富。

“在推进路径上，文件首次提
出‘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
建设’，这将有益于撬动更多社会
资本加入新农村建设，让新农村建
设更可持续、农民获益更实在。”李

国祥说。

多项改革齐发力 农村有望迸发新活力
【困局与挑战】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人多地少水
缺的矛盾加剧，特别是随着农村社
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户兼业化、村
庄空心化趋势明显，谁来种地、如
何种地的问题严峻地摆在面前。
同时，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
的流动长期被禁锢，产权归属不清
晰，如何“唤醒”农村大量“沉睡的
资产”，已成“三农”发展的一大挑
战。

【文件破题】文件提出，必须
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加
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
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
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
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专家点评】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农村所所长叶兴庆：30多年
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通
过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了长期被

禁锢的生产力，农村经济获得极大
发展。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问题，
仍然在于旧体制的制约，唯有通过
改革来破题。

“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

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
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
权，实现其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
让农村‘沉睡的资本’得以‘活’起
来，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活力。”叶兴庆说。

强调农村法治建设
破解“法不下乡”困局

【困局与挑战】农村是当前
我国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
一些地方非法征用农民土地、非
法占有农民集体资产等问题时有
发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常出
现公司与农户互相“撕毁合同”问
题；毁占耕地，破坏自然资源和生
态的案件屡见报端；“法不下乡”
成为农村法治的困局。

【文件破题】文件提出，必须
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
步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善于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
工作。文件提出要健全农村产权
保护法律制度，加强农村改革决
策与立法的衔接，农村重大改革

都要于法有据。
【专家点评】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
田：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
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文件首次
用大量篇幅聚焦法治，可见“依法
治农”已成推进“三农”发展的重
要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提出农
村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农村改
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更需要用
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一方面可
保证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另一
方面也能杜绝一些人‘以言代法’
现象的发生，保护农民权益。”郑
风田说。

全国首个客流风险预警系统
在京建成

不能单纯采用取消大型活动
的方式规避人群聚集风险，只有
同时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对人员
密集场所提供系统性的安全保障
才是科学的解决问题之道。记者
1日获悉，人群聚集风险预警系统
在北京西单商业区建成了 39 个
监测点，是全国首个客流风险预
警系统。

1日，由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
研究所主办的“人员密集场所拥
挤踩踏风险防控技术论坛暨北京
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公益活动
启动会”召开。

国家及地方应急管理专家、
科研院所知名学者等分别就拥挤
踩踏事件分析、大型活动风险评
估、人群聚集风险预警系统及示
范应用、公共安全系统脆弱性与
可靠性评估、人员密集场所安全

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室副主任倪
慧荟说，“12·31上海外滩拥挤踩
踏事件”发生后，人员密集场所的
拥堵情况成为热点话题。

由该所研发的人群聚集风险
预警系统在北京西单商业区建成
了 39个监测点，实现了区域人群
安全规划管理技术、视频图像、行
人交通流数据、人群运动规律、管
理措施的“五位一体”有机集成；
可同时利用多种预测模型，实现
小时、日、周的客流预测。

此外，系统积累的数据不仅
可提前 30 分钟实现重点区域人
群安全容量预警，更可预测未来1
天甚至 1周的人群总量和峰值时
段，辅助管理者提前制定值班和
执勤计划，实现精细化管理。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海事部门计划推行电子巡航
加强水上安全监管

我国海事部门计划全面推进
电子巡航加强对船舶的动态监
管，以减少水域安全事故发生并
提高服务效率。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创新海事
动态监管模式现场推进会日前在
广东佛山召开。中国海事局局长
陈爱平说，按照中央简政放权的
要求，全国海事系统大幅度削减
行政许可项目，强化船舶动态监
管的需求迫在眉睫。

中国海事局日前下发的《取
消船舶进出港签证及海事监管模
式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明确，
2015 年内取消船舶进出港签证
制度，通过科技手段强化对船舶
动态全程监控。

这意味着，海事部门对船舶
的监管方式将从传统的事前监管
变为事中事后监管。“要进行流程
再造，通过信息化建设强化科技
监管，全面推进电子巡航的广泛

应用。”陈爱平说。
电子巡航，通俗讲就是用虚

拟的海巡艇在电子巡航平台上对
辖区水域实施现场巡航。这项科
技监管手段通过整合船舶交通管
理系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无线
甚高频和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等，
可以将船舶航行的动态信息实时
显示在海事监管人员面前。

“电子巡航可有效提升海事
监管和应急救助能力，减少船舶
碰撞、搁浅等事故险情发生。”佛
山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吕代臣
说。

陈爱平表示，打造“智慧海
事”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趋势。全
国海事系统要借鉴佛山经验加强
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进电子巡航
的广泛应用，以利用电子手段为
船舶提供更优质海事服务并有效
减少水上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