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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亚翔 吴尘）近日，丰县
2022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开始，新兵们将踏上戍边卫国的
征程，实现自己的从军梦想。

伴随着嘹亮的《严守纪律歌》，作训场上，整装待发的
新兵们正做着最后一次役前训练。列队整齐、精神抖擞，
憧憬着即将踏入的军旅生活，年轻的新兵们脸上满是掩
盖不住的喜悦和激动。

身穿新迷彩，胸戴大红花，新兵们满怀着家乡人民的
期盼和祝福奔赴军旅新征程。临行告别情深意切，军旅
征程满怀期待。新兵们纷纷表示，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
的准备，一定会全力以赴学好本领，发扬“四铁”精神，争
做“四有”军人，为祖国的强军兴军事业贡献力量。

本次新兵启运，我县新兵们分别奔赴包括空军、陆
军、海军、火箭军和武警等部队单位。自今年春季征兵工
作开展以来，县人武部以为部队选好兵、送精兵为使命，
确保新兵质量为核心，周密安排部署，广泛宣传发动，严
把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关口，采取“封闭式管理、正规化训
练“役前教育训练模式，有力推进兵员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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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粮食库存充足，大国粮仓基础更牢
充足的粮食库存是确保粮价等重要物资价格平稳运

行的关键，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坚强保障，联合国粮农组织
认为17%的库存消费比是粮食安全的警戒线。党的十八
大以来，随着我国粮食产量不断增长，我国粮食库存不断
增加，尤其是稻谷和小麦等口粮作物库存持续处于高
位。据测算，当前我国粮食库存消费比超过50%，稻谷和
小麦库存量超过一年的消费量，库存消费比远超过联合
国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警戒线。充裕的粮食库存有力保
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为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确
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主要农产品供给更加充裕，居民餐桌更加丰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更好。为满足城乡居民多元
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国家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还注重
发展其他农业生产，蔬菜瓜果等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稳定
增长，肉禽蛋奶和渔业产品市场供应充足，居民餐桌更加
丰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一）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稳定增长，市场供给充裕
蔬菜瓜果等是城乡居民获取维生素的主要来源，是

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 年以来，
城乡居民蔬菜和瓜果消费量不断增加，在消费增加的刺
激带动下，全国蔬菜和瓜果产量不断增加。2021年，全国
蔬菜及食用菌产量达 77549 万吨，比 2012 年增加 15924
万吨，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2.6%；水果产量 29970 万
吨，增加7879万吨，年均增长3.4%；油料产量3613万吨，
增加 328 万吨，年均增长 1.1%。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的稳
定增长，使得居民的“菜篮子”“果盘子”和“油瓶子”更加
充实，极大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

（二）畜牧生产能力不断增强，肉蛋奶产量稳步增加
动物性食品是城乡居民获取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

源，其消费量一般随居民收入提高呈逐步增加的趋势。
2012年以来，在旺盛的消费需求带动下，我国肉禽蛋奶产
量不断增加，结构持续优化，有效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消
费需求。2021年，全国肉类总产量达8990万吨，比 2012
年增加 519万吨，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0.7%。畜牧生
产结构持续调整，猪肉占比下降，牛羊禽等其他肉类产量
占比持续提高。2021 年，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
下降到 58.9%，比 2012 年减少 5.4 个百分点；牛羊禽等其
他肉类产量占比提高到 41.1%。禽蛋产量连续多年位居
世界首位，2021年禽蛋产量达3409万吨，比2012年增加
523万吨，年均增长1.9%。奶类生产持续增加，2021年奶
类产量达 3778 万吨，比 2012 年增加 471 万吨，年均增长
1.5%。

（三）渔业生产态势良好，生产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水产品是重要的动物性蛋白来源，是城乡居民生活

品质的重要体现，在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维护全民营养健
康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2 年以来，我国渔业生
产整体发展稳健，水产品产量持续增加。2021 年水产品

产量达到 6690 万吨，比 2012 年增加 1188 万吨，2013—
2021年年均增长2.2%。在水产品总量保持增加的同时，
国家统筹渔业资源合理利用和渔业生态环境保护，提出
了生态优先、养捕结合、以养为主的发展方针，促进渔业
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水产品捕捞量逐渐减少，养殖规模不
断扩大。2021年，养殖类水产品产量 5394万吨，比 2012
年增加 1411 万吨，年均增长 3.4%；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
产量的比重增加到 80.6%，比 2012 年提高 8.2 个百分点。
捕捞水产品产量 1296 万吨，减少 223 万吨，年均下降
1.7%；占水产品产量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9.4%，比 2012
年下降8.2个百分点。

四、农业基础条件不断改善，稳产高产基础更加坚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加大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耕地灌溉面积持续
增加；加大对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稳步增加；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
升。农业生产基础条件不断改善，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
业稳产高产能力进一步增强。

（一）耕地灌溉面积持续增加，农业稳产底气更足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是农业得以正常进行的基

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
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兴修农田水利，2021年国
家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达 22146 亿元，比 2012 年
增加 10172 亿元，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7.1%。在国家
财政的大力投入下，农田灌溉条件明显改善，2021年末我
国耕地灌溉面积 10.44 亿亩，比 2012 年增加 10702 万亩，
年均增长 1.2%。耕地灌溉面积持续增加，为稳定农业生
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农业高产更有保障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尤其是旱涝保收的高标

准农田对实现农业稳产高产具有重大作用。党的十八大
以来，国家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财政投入，通
过土地整治建设，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
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
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稳步增加。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21
年全国新建成1亿多亩高标准农田，累计已完成9亿多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为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
用。

（三）农业机械装备普遍应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
升

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的翅膀，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至关重要。2012年以来，耕整机、联合收割机、自动饲喂
机、制氧机等大中小型农业机械广泛应用，农业机械总动
力逐年增加。据统计，2021 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10.8亿千瓦，比2012年增加0.5亿千瓦，2013—2021年年
均增长0.6%。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带动我国农业生产机
械化率快速提升。据有关部门统计，2021 年全国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1%，其中小麦、玉米、水稻三
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97%、90%和

84%；畜牧养殖和水产养殖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36%和
32%，我国农业生产已进入机械化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

五、农业经营方式进一步转变，现代农业活力更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大力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层出
不穷；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大量应
用，科技对农业的支持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古老农业在现
代科技的助力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农业社会化
服务领域不断拓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分工更
加精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加。2021 年末，全国有实际经营活
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 100 万家，家庭农场近 89 万
个。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其社会
化服务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代耕托管到喷洒农药，从育
秧育种到机收机播，农业社会化服务功能不断丰富，有力
稳定了农业生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应用新技术、推
广新品种、开拓新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成为引
领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

（二）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现代农业增添新动能
随着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一二三产业融合程

度不断加深，设施农业、无土栽培、观光农业、精准农业等
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快速发展。2021 年末，全国温室、大
棚、中小棚等农业设施数量达 2800 多万个，设施农业占
地面积3800多万亩。设施农业、无土栽培等新型农业生
产模式突破了资源自然条件限制，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季
节性，拓宽了农业生产的时空分布，为城乡居民提供丰富
的新鲜瓜果蔬菜。与此同时，订单农业、农村电商、视频
直播、冷链物流等农业新业态方兴未艾。2021 年，超过
100 万农户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50万多农户开展了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创收、农
村发展创新等提供了澎湃动力。

（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不断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进入了信息化
和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生物工程、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
在农作物育种中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
深度融合，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正成为农业生产向现代化
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科技在农业生产中推动作用日
益增强。据有关部门资料，202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突破60%，比 2012年提高了7.0个百分点，我国农业
科技整体水平已从世界第二方阵跨入第一方阵，主要农
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科技兴农、科技助农成为现代
农业主旋律。

六、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面貌和人居环境显著改
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
资力度，重点推进水电路讯等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

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大力推进农村环
境整治，乡村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转变，农村面貌
和人居环境持续向好。

（一）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生产生活更加便捷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更

加方便快捷，农村基本实现全面通电、通公路和通电话，
村内道路质量不断升级。2021年末，87.3%的村通公共交
通；99.1%的村进村主要道路路面为水泥或柏油；97.4%的
村村内主要道路路面为水泥或柏油。农村信息化建设持
续推进，2021年末，99.0%的村通宽带互联网，94.2%的村
安装了有线电视。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力推动
了农业生产发展，2021年末，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超
过 33万个，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的村落近 5万
个，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二）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村更加美丽宜居
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工作，积极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
境显著改善。2021年末，96.3%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
部分集中处理。农村厕所革命扎实推进，农村改厕工作
质量持续提升，农村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77.5％。国家统
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等任务，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水平不断提高。2021年末，47.6%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或部分集中处理。

（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更加有
力

国家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医疗卫
生状况大为改观。2021年末，乡镇卫生院达到 3.5 万家，
有卫生院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0.8%；村卫生室数达
59.9万个，平均每个村拥有至少一个卫生室。2020年，每
万人拥有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 52 人，比 2012 年增加 18
人；每万人拥有农村执业（助理）医师数（人）21 人，比
2012 年增加 7人。国家持续加大扶贫支农力度，脱贫攻
坚取得历史性成就，消除了绝对贫困，对孤寡残病等失去
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群，应保尽保、应养尽养。2021年，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3474 万人，比 2012 年下降
1871万人；2020年，农村分散供养五保人数372万，农村
集中供养五保人数 74 万，实现了病有所医和老有所养，
农民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村面貌
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但还要看到我国农业基础仍需巩
固，种子等农业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高，农业生
产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
环境等仍存在薄弱环节。为此，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和扩大对外开放不动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
不动摇，持续加大“三农”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为推
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目标而努力奋斗。

转自9月14日国家统计局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亚翔 吴尘）金秋时节，
万物丰收，我县又迎来一派收成好时光。宋楼镇王平楼
村旭东果蔬种植家庭农场里，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
象。

果树上，又大又圆的新农田苹果被阳光照耀得更加
透亮诱人，果香四溢，令人垂涎。青苹果是少数几种能
将酸甜拉升至享受高度的水果。它甜中带酸，酸中裹
甜，即不显腻，也不泛涩，像冰糖掉进了醋汁里。抿含
在嘴，层次分明，让人津津有味，唇齿难忘。

大片套袋苹果已经压弯了枝头，苹果种植基地里，
果农们正在忙着采摘成熟的苹果。在基地务工的大多
是居住在周边的群众，家门口就业给他们带来稳定的收

入。
在旭东果蔬种植家庭农场葡萄种植基地里，充满玫

瑰香味的甜蜜气息扑鼻而来，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青绿色
宝石，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诱人的甜味，令人垂涎欲
滴。“阳光玫瑰”，名副其实的葡萄品种，在这浪漫果实
的背后，给群众的生活带来如阳光般温暖的希望，也点
燃了乡村振兴“产业引擎”。

在短视频主播王文文的抖音直播间里，网友纷纷点
赞。她告诉记者，作为当地村民，通过直播帮果农更快
地把苹果卖出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会一直坚
持下去。

许多果农表示，想要推动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规

模化建设，着力打造叫得响、质量优的农产品，推动优
质农产品精准对接中高端消费市场，就得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和品牌价值，提高农产品市场接受度。

宋楼镇宋楼镇：：果园里迎来丰收季果园里迎来丰收季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卓娅 马强）近年来，顺河
镇齐庙村发展稻虾、藕虾等稻渔共作绿色生态高效综合
种养农业，实施建设藕虾套养新型产业项目，促进农业
新旧动能转换，不仅提高了乡村颜值，同时也为农民致
富增收和乡村振兴带来新的生机与希望。

为开展“立体”种养，提高土地综合效益最大化，农
场负责人巩李告诉记者，池塘里不仅种植了莲藕，而且
还投放了龙虾、鱼苗。龙虾和鱼苗基本不用投喂，它们
主要以浮游生物、杂草等为食，肉质也不错。在这种

“立体化”种养模式下，一亩地可以产出三样效益。
长势良好的莲藕，可以为鱼虾提供适宜的生存环

境，混养出的鱼虾也会更肥美，鱼虾排泄物又可以滋养
莲藕的生长，两者优势互补，循环发展，降低了生产成
本，增加了经济效益。

在农场的南侧，放眼望去，微风吹拂着翠绿的稻田，
绿浪涟漪。巩李告诉记者，6月份栽种上水稻后，虾沟
里的小龙虾就会爬到稻田里觅食，到了8月底大部分小

龙虾开始打洞越冬，活动减
少，稻田收割不会受到影响。
藕虾共养、稻虾共生获得了
良好的收益，但是巩李并不
止步于此。今年农场又新引
进了一批观赏鱼，身姿曼妙
的 锦 鲤、红 彤 彤 的 鹦 鹉 鱼
……眼下正是观赏鱼出售的
高峰期，巩李已早早和南京、
苏州等各大城市的经销商谈
好合作销售事宜。

巩李不仅实现了自己的
创业梦，也帮助村里村民实现了增收。附近的村民看中
了“稻虾混养”和观赏鱼养殖的广阔市场前景，主动上
门学习技术。养殖户仇存林今年就打算将自己的50亩
鱼塘实现从食用鱼到观赏鱼、从传统的单一养殖到“立
体”混养的转变。

记者了解到，齐庙村地势低洼，土地为淤土性质，夏
雨时节易形成积水，导致作物受涝减产，村里因地制
宜，积极调整产业发展方向，立体循环“藕虾共养”生态
混养，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成为一把带动群众
致富的“金钥匙”，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

本报讯（融媒体通讯员 李春光）今年三季度以来，
范楼镇快速推进产业园区建设，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意
识，做到“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构筑强劲
发展引擎，筑牢项目支撑。

该镇全力推进中央厨房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年底竣
工投产；快速推进中荟科技、万紫阁食品、同福面食等重
大项目投产运营；紧盯鲁花集团等大项目招商，加大

“765”项目、“三上企业”培育力度。加快推进总投资单
体 3.5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建设，全面完成园区绿化、亮
化工程，为企业入驻提供便利条件。不断完善园区基础
设施配套，加快推进人才公寓和园区 5层研发大楼后续
工程建设，确保10月底投入使用。按照“南扩东进”建设
规划，进一步扩大园区发展空间，高标准规划实施园区冷
链物流中心建设，补齐食品加工产业链及园区发展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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