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20212021年年33月月66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
本版责编本版责编 张晓艳张晓艳

部长通道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当前粮食生产形
势怎么样？我国的粮食安全有没有保障？
在今年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上，农业农
村部部长唐仁健回应社会关切热点。

“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
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也是农
业农村工作的一个永恒主题。”唐仁健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之一，就是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
斤以上。对此唐仁健表示，农业农村部做
了三条具体的安排。

一是压实责任。粮食安全要实行党政
同责，将制定相关的考核办法，同时向各省
份下达了今年粮食面积和产量任务。

二是制定出台一系列支持粮食发展的
政策措施。包括籼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
在去年每斤提高 1 分钱的基础上，今年继
续提高 1 分钱。另外，玉米、大豆生产者补
贴政策也继续保持稳定，完全成本保险、收
入保险试点也扩大到三大粮食作物。

三是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
地保护工程，今年还计划建设 1 亿亩高标
准农田。

“今年的春耕生产正在从南向北梯次展

开。全国的冬小麦比去年增加了 300 多万
亩，尤其是苗情和墒情非常好。”唐仁健说。

近年来，我国粮食已经保持了“17 连
丰 ”，最 近 6 年 一 直 稳 定 在 1.3 万 亿 斤 以
上。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 474 公斤，
连续多年超过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
全标准线。

“我想告诉各位的是，我们的粮食安全
完全能保障，我们完全能端稳中国人的饭
碗。”唐仁健说。

谈到种子问题，唐仁健说，在“有没有、
保生存”这个问题上，我国的种子在很大程
度上立足国内是能够满足的。如水稻、小
麦两种最基本的口粮，就完全用的是自主
选育品种，而且产量还不低。外资企业占
我国种子市场份额只有 3%左右，进口种子
占全国用种量只有 0.1%。

同时，我国的种子在一些品种、领域和
环节跟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玉米、
大豆单产水平目前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60%左右。生猪的饲料转化率、奶牛产奶
量，都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80%左右。这
些差距是“好不好、高质量”方面的差距。

唐仁健说，农业农村部正会同有关部
门研究制定打好种业翻身仗的行动方案，
力求用 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重大突破。

在种质资源方面，海洋渔业种质资源
库已经开建，新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今年 9
月份就能建好，建成后保存能力达到 150
万份，位居世界第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方面，在原创技术、底盘技术上尽可能突
破。同时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
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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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理解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
2021 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有哪些
看点，指标如何设置？构建新发展格局怎
样迈好第一步？在 5 日举行的全国两会首
场“部长通道”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
立峰回答记者提问，回应 2021 年和“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

5 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 6%以上是今年发展主要
预期目标之一。

何立峰分析，今年经济形势确实比较复
杂，主要是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包括疫情的
走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等，中国经济已经深
度融入全球经济，这个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从今年 1、2 月份的情况来看，中国经
济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以来的
走势，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何立峰介
绍，制造业 PMI保持在 50%以上，用电量、发
电量的增长幅度保持在 20%以上，铁路日装
车量等货运指数增长幅度保持在 10%以上。

“这都说明，中国企业适应形势发展变
化的能力很强，中国经济的韧劲很强，中国
经济发展的后劲很强。”何立峰说。

目前，第三产业面临的困难较多。何
立峰分析，特别是酒店住宿、客运服务、旅
游娱乐等领域的问题要多一些，中小微企
业困难会大一些，各地方、各部门正在会同

相关方面，大力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难题。
针对“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草案，何立峰说，规划纲要草案已经
提请全国两会审查讨论，将根据代表委员
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抓紧修改完善，按程序
批准之后印发实施。

何立峰介绍，规划纲要草案设置了 5
个方面 20 项主要指标，涵盖经济发展、创
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和安全保障。

何立峰还介绍，重大工程项目兼顾了
“国家大事”和“关键小事”。引领未来发展
的关键性重大攻关项目，包括量子信息、星
际探测，以及涉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卡脖子”重大攻关项
目，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按照

“揭榜挂帅”的要求予以推进。
此外，他表示，直接关系民生的系列重

大项目，包括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以及养老、托幼等直接关系民生

的项目，将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要素
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扎实推进项目建设。

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迈好第一步、见
到新气象？何立峰表示，发展改革委正在会
同相关方面抓紧做好“1+N”的顶层设计。

“这个‘1’就是要出台一个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指导性文件，”何立峰说，“N”就是
根据不同的领域，出台一系列指导性的政
策和方案。

同时，他还表示，要对影响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各种堵点、难点、卡点，抓紧梳理、汇总、分
类，力求提出更有针对性、实效性的解决措施，
保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稳步向前推进。

何立峰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重
大战略选择，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具有纲举目张作用。从发
展改革工作的角度来看，将重点围绕促进经
济畅通、推进国内消费、推动创新驱动、推进
深化改革和推动扩大开放五个方面展开。

实现目标任务有底气
规划纲要草案体现新理念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回应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关切

“我们完全能端稳中国人的饭碗”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谈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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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开局之年，发挥好财政职能
作用，推动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尤为关
键。5 日举行的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
上，面对记者关心的财政热点问题，财政部
部长刘昆第一时间给予回应。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
续。如何理解？如何落实？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

续，是一个整体，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体现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要
求。”刘昆说。

在他看来，“提质增效”，是指财政支出
要用得其所，回应人民的需求，让老百姓更
多受益，发挥更好的效果。具体来看，今年
将从四方面加强落实：依法依规征收，严禁
征收“过头税费”、虚增财政收入；提高支出
效率，优化结构、加强管理、快速直达；防止
铺张浪费，节用为民；强化绩效管理，绩效
管理要覆盖所有财政资金。

根据当日提交审查的预算报告，今年我
国适当降低了赤字率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限额，这是否意味着财政政策力度减弱了？

对此，刘昆为大家算了两笔账——
第一笔账：今年的赤字率、新增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限额比去年有所降低。然而，和
2019 年相比，今年的赤字总额达 3.57 万亿
元，增加了 0.81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限额新增 3.65万亿元，增加了 1.5万亿元。
第二笔账：中央本级财政支出连续两

年负增长，节省的资金用于增加对地方的
转移支付。今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比
去年略有增加，规模超过 8.3万亿元。

“今年的财政政策保持基本稳定，不急
转弯。”他说，这正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可
持续”的一大体现。

刘昆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政府债
务管理，保持政府部门宏观杠杆率基本稳
定，既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出力度，又
为今后应对风险挑战预留政策空间；坚决
做实化解财政风险隐患，确保财政经济稳
健运行、可持续。

减税降费是稳企业、保就业的重要举
措。刘昆介绍，2020 年，面对严峻复杂形
势，在财政收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国持
续公布实施了 7 批 28 项减税降费政策，新
增减税降费规模超 2.6万亿元。

继续实施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阶段
性减税降费政策适时退出，进一步加大对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收减免力度，坚
决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刘昆表
示，今年将着力完善减税降费有关政策，让
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

此外，刘昆表示，各级财政还将做好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021 年，中央财政专门设立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规模达到 1561 亿元，
比去年原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加了
100 亿元。”刘昆说，过渡期内，财政支持政
策和资金规模将保持总体稳定；现有财政
转移支付继续向脱贫地区倾斜，继续支持
脱贫县统筹使用涉农财政资金；落实农村
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加大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力度，稳定脱贫人口就业，帮助
持续增收。

财政政策力度如何？减税降费如何完善？
——财政部部长刘昆通道答疑 2021 年“国家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