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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国家
统计局6日发布数据，2021年全国
粮食总产量达 13657 亿斤，比上年
增加267亿斤，增长2.0%，全年粮
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粮
食播种面积 17.64 亿亩，比上年增
加1295万亩，增长0.7%，连续两年
实现增长；全国粮食作物单产 387
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4.8
公斤，增长1.2%。

“2021 年，虽然河南等地极端
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西北陕甘宁
局部地区阶段性干旱，秋收时期华
北和黄淮海地区出现连阴雨天气，
对部分地区秋粮产生一定影响，但
全国主要农区大部分时段光温水匹
配良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粮食
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国家统
计局农村司副司长王明华说，高产
作物玉米播种面积扩大，占粮食作
物比重提高，促进粮食单产增加。

根据统计数据，2021年，夏粮

和早稻产量分别为2919亿斤和560
亿斤，分别比上年增加62亿斤和14
亿斤；秋粮产量 10178 亿斤，比上
年增加191亿斤。

“2021 年，全国粮食再获丰收，
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
以上，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对复
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克服各种风
险挑战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
了坚实基础。”王明华说。

2021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总产量达13657亿斤 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记
者6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
高检、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
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
机制的意见，旨在推动提升公安
执法和检察监督规范化水平，确
保依法履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目标。

意见要求，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要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等法
律和规定，明确责任分工，依法规
范开展侦查活动和侦查监督工
作。在充分遵循执法司法权力运
行规律，尊重侦查规律、监督需要
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为公安机
关依法及时高效开展侦查、检察
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监督职责提供
必要便利和保障。

在健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协作配合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
方面，意见作出具体要求，包括加
强内外监督衔接、建立联合督办
机制、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加
快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机
制等。

意见明确，人民检察院刑事
检察部门与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共
同牵头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
办公室。该办公室负有协调人民
检察院、公安机关相关部门加强
对重大、疑难案件的会商指导等
职责。

最高检和公安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两部门将强化执法司法权
力监督制约，构建规范高效的执
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推进意见
各项制度机制落地生效，不断提
升公安执法和检察监督工作法治
化水平，切实提升刑事案件办理
质效。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
印发意见
健全完善侦查监督
与协作配合机制

新华社昆明12月6日电 来自
云南省水利厅消息，为打好“湖泊
革命”攻坚战，云南省水利厅围绕
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要求，通过
云南“智慧水利”大数据建设项
目，为九大高原湖泊配备 200 个

“电子湖长”。
据介绍，“电子湖长”依托物联

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采用红外+LED 补光、4G+专线
等方式在各湖泊重点出入水口、水
文测站、人员活动密集区域等湖泊
重点区域全天候实时监控。

目前，九大高原湖泊的 200 个
视频监控点全面建成，并顺利接入
云南省水利大数据平台及多个业务
系统，实现了视频监控数据与各河
湖管理单位的共享。

据了解，平台后端以异构方式
集成到云南省水利大数据平台上，
将通过大数据、智能图像识别、AI
人工智能技术对各湖泊视频数据分
析处理及横向比对，构建全天候信
息采集自动化、传输网络化、分析
智能化的视频监控体系，进一步提
高河湖监管效率和管护水平，实现
河湖智慧化管理。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配备200个“电子湖长”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科
技部副部长李萌在近日召开的
2021 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
论坛上说，我国目前已经有17个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

据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是依托地方开展
人工智能技术示范、政策试验和
社会实验，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方面先行先试、发挥引领带
动作用的区域。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达17个

12月6日，在哈尔滨市松北区
太阳岛风景区内，一年一度的太阳岛
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正在施工建设。

近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哈尔滨市多个景区场所暂停开放，
哈尔滨冰雪博览会等活动延期举办。

眼下，一年一度的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太阳岛国际雪雕艺术博览
会正在施工建设。冰雪装扮的最美
冰城静待“盛装登场”，与来自各
地的游客见面。 新华社发

最美冰城待相约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中国
人民银行 6 日宣布，决定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
金率 0.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 5%
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此次
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1.2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
绍，除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部
分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外，对其他金
融机构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同时，考虑到参加普惠
金融定向降准考核的大多数金融机
构都达到了支农支小（含个体工商
户）等考核标准，政策目标已实现，
有关金融机构统一执行最优惠档存
款准备金率，这样此次降准共计释
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
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4%。

专家表示，降准可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同时有效增加金融机构
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资金来
源，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
此举有利于加强跨周期调节，优化
金融机构的资金结构，更好支持实
体经济。

在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看来，降
准能够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
资金，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的支持力度，并降低社会综合融
资成本。据介绍，此次降准可降低金
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150亿元。

此次降准是否意味着稳健的货
币政策取向发生改变？对此，人民
银行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稳健的

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此次降准
是货币政策常规操作，释放的一部
分资金将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
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还有一部
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金，
更好满足市场主体需求。人民银行
坚持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
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不搞

“大水漫灌”，兼顾内外平衡，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
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
基本匹配，加强跨周期调节，统筹做
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支持中
小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为高
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
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央行决定降准0.5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