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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出
台《全市农村公路危桥改造三年专项
行动方案（2024-2026 年）》，计划利
用三年时间，对全市158座农村公路
四类、五类危桥进行全面治理，进一
步提升农村公路桥梁安全水平，改善
农村交通出行条件。

根据方案部署，市公路中心委托
第三方检测机构，协同道路沿线乡镇
对全市农村公路年报库内的县乡道
大中桥和村道大桥开展桥梁定期检
查，梳理桥梁信息，形成桥梁报告，

最终确定利用三年时间开展 158 座
农村公路四类、五类危桥的治理销号
工作。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于
6月底前完成区域内农村公路四、五
类危桥的施工设计及批复，2026 年
底完成治理销号工作。各县（市、
区）将建立高效的指挥体系，统筹
县、乡、村三级力量，共同推进本次
专项整治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治理完成
65座农村危桥。
（全媒体记者 白萍 通讯员 程东文）

安庆计划三年治理158座农村公路危桥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规划（2024－203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
2035年）》主要内容如下。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
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面
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把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作为统领“三农”工作的战略总纲，
摆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位
置。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制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
色，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一体推进
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更高水平守
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和耕地保护红
线，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有力
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供
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
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
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工作中要做到：夯实产能、筑牢根

基，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紧紧围绕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保障短板，打牢设施基础、技术
基础、装备基础、政策基础、制度基础，
高水平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创新驱
动、厚植动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科技和改革双
轮驱动，加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
度，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
业创新力、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增强
农业强国建设后劲。绿色低碳、彰显底
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让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农业强国的
鲜明底色。共建共享、富裕农民，注重保
护小农户利益，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城
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为重点，统筹推进
产业发展、务工就业，完善强农惠农富农
支持制度，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让农业强
国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农民。循序
渐进、稳扎稳打，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阶
段，适应人口变化趋势，尊重农村发展规
律，从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
强烈的实际问题入手，因地制宜、注重
实效，分阶段扎实稳步推进。

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农业强国
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乡村全面振兴取得
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
阶。稳产保供能力巩固提升，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达到1.4万亿斤，重要农产品
保持合理自给水平。农业科技装备支撑
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
破，育种攻关取得显著进展，农机装备
补短板取得阶段性成效。现代乡村产业
体系基本健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延

伸拓展，农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集中力量抓好
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逐步实
现出行、用水、如厕便利，稳步提升污水
治理、诊疗服务、养老保障、乡风文明、
产业带农水平。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
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持续缩小。到2035年，农业强国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乡村全面振兴取得
决定性进展，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
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粮食产能稳
固、供给更加安全，乡村产业链升级完
善、融合更加充分，乡村设施完备配套、
生活更加便利，乡村公共服务普惠均
等、保障更加有力，农业农村法治建设
更加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基本健全、社
会更加安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城乡
发展更加协调。到本世纪中叶，农业强
国全面建成。供给保障安全可靠，科技
创新自立自强，设施装备配套完善，乡
村产业链健全高效，田园乡村文明秀
美，农民生活幸福美好，国际竞争优势
明显，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农
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

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
得更牢更稳

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作为头等大事，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筑牢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的物质基础。

（一）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健

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制度体系，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各类耕地占用纳入统一管理，完善补
充耕地质量验收机制，确保达到平衡标
准。守牢18.65亿亩耕地和15.46亿亩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分区分类开展盐碱
耕地治理改良，因地制宜推动盐碱地等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优先把东北黑土地
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
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提高建设标准
和质量，推动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
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完善高标
准农田建设、验收、管护机制，建立健全
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体系。实施
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加强黑土地保护
利用和退化耕地治理。加强现代化灌区
建设改造，健全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二）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水平。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深入实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快建设国家粮食
安全产业带。稳定水稻、小麦生产，促进
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因地制宜发展薯
类杂粮。挖掘油菜、花生等油料作物生
产潜力，拓展油茶、动物油脂等油源。强
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发展南菜北运
和冷凉地区蔬菜生产，推进生猪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升奶业竞争力，开展肉牛
肉羊增量提质行动，发展现代渔业。积
极培育和推广糖料蔗良种，加快提高机
械化作业水平。推进天然橡胶老旧胶园
更新改造，加快建设特种胶园。

（三）健全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全面落
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实

“米袋子”保供责任。（下转第三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 本报讯 4月7日，市十八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主任会议召开。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周东明主持会议，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奎堂、朱菊云、梅
耐雪、叶林霞，秘书长齐申勇出席。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关于增加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
点有关情况的汇报。

会议原则通过了《安庆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
实施细则（讨论稿）》《关于安庆市人大
常委会预算监督基层联系点建设实施

细则（讨论稿）》《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减轻基层负担规范升级代表履职
平台建设的实施细则（讨论稿）》《安
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行民生实事
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的实施细
则（试行）（讨论稿）》《安庆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探索推行街道居民代表会
议制度的实施细则（讨论稿）》。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
机构、办事机构负责人，市纪委监委
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等列
席会议。 （见习记者 黄媛媛）

周东明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听取增加市人大常委会
基层立法联系点情况汇报等

本报讯 记者从市司法局获悉，
2024 年，我市全面建成市县乡三级

“一站式”解纷平台，矛盾纠纷调处
成功率达99.6%，位居全省第一。

我市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常委会定期
研究法治议题，主持召开市委依法治
市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制定依法治市
委员会工作规则，开展习近平法治思
想“七进”活动1065场次。印发《政府立
法协商工作规则》，出台全国首部地级
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全市法院、检察
院各有24起、12起案件获评全国全省
典型案例。

坚持依法行政，健全政府履职新
体系。完成市县乡三级政府合法性审
查1809件，提出建议3426条。选取18
个乡镇（街道）开展行政执法协调监

督体系试点工作。行政执法资格认证
通用法律知识考试通过率91.4%，位
居全省前列。全市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1333件，90%以上的案件在复议阶段
实现实质性化解。开展法治化营商环
境提质增效“创优年”行动，清理“烦
企扰民”政策796件，“免申即享”减免
税费超16亿元，355项轻微违法行为
纳入免罚范围。

持续增进福祉，建设社会治理新
格局。推出法治“三微”作品150余部，
举办法治戏曲下乡180余场。《安庆市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绘出基层善治
新“枫”景》入选长三角基层依法治理十
大优秀案例。全市办理公证2.25万件、
同比增长58.7%，仲裁案件受案526件、
同比增长 30%，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6455件，共为6455名受援人提供法律
援助，挽回经济损失达1.21亿余元。
（见习记者 杨浔 通讯员 程青）

我市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99.6%
居全省第一

本报讯 今年以来，怀宁县高河
镇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紧扣

“产业富镇、商贸活镇、文旅美镇”的
发展思路，探索出一条“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发展新路径，点燃乡村
振兴“新引擎”。

高河镇依托海子文化园 3A 级景
区、长城影视基地、星拱文化园等现有
资源，打造集观光、研学、网红打卡的高
河都市休闲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民宿
集群经济。探索区域性发展机制，做好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以
波波果业为引擎，以杭州四维农业为支
点，做精蓝莓、莲子、南圩大米等“土特
产”文章，引领现代农业4.0版，加快农

村电商、民宿、乡村旅游发展步伐，推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高河镇着力实施商贸提质扩容工
程，在盘活存量、引入增量、提高质量、
增强能量、做大总量上做文章，积极培
育一批、引导促进一批、改造提升一批、
做大做强一批、入库纳统一批，鼓励更
多商贸企业参与消费券活动，有力有序
有效推动商贸企业梯次成长，持续增强
经济发展活力。力争2025年新增市场
主体1000家左右，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
业达到40家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达到18户以上。激发城市消费活力，
引导黄梅路特色美食商业街、皖河路服
装商业街和龠街特色商业街区适当延

长营业时间，激活夜间餐饮消费，壮大
餐饮企业规模。

高河镇坚持文旅美镇不动摇，进
一步丰富内涵和提质增效，强化顶层
设计，将乡村旅游、诗歌文化、乡村产
业及乡村生态自然景观紧密相结合，
打造县城“后花园”。学习借鉴“千万工
程”经验，高标准建设万兴村吴冲组省
级中心村庄和太极村同心组县级中心
村庄，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
村庄清洁行动，加快实施“摇钱树”工

程，努力把农村建设成群众身有所栖、
心有所依的美好家园。加快以平安村、
万兴村、全丰村构建集粮食生产、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南圩粮油现代农业产业
园；以查湾村、凌桥社区、陶亭社区等打
造集观光、研学、网红打卡的高河都市
休闲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和平村、太极
村、查湾村等打造集蓝莓种植、采摘体
验、休闲观光、研学科普、加工销售等多
业态蓝莓产业链。

（通讯员 檀志扬 操鹏）

产业富镇 商贸活镇 文旅美镇

高河镇“新路径”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4月6日，岳西县天峡景区内千亩高
山杜鹃竞相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共
赴春日浪漫之约（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岳西县充分利用大别山中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和自然
资源优势，做足“花”文章、发展“花”经
济，着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王先国 摄

杜鹃竞芳华

在合肥市瑶海区七里站街道恒
通社区，独居高龄老人与社区志愿者
之间有个“窗帘之约”，每天早晚如果
老人家窗帘按时开合，意味着老人正
常起居、身体无恙；反之，社区志愿者
就会上门探访。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社会工作部
长会议提出，要围绕不同社会群体，
加强关爱服务，着力解决他们关心的
实际问题。快速运转的时代，独居高
龄老人不应是被遗忘的群体。谁来照
料、怎么照料、如何有效照料，考验着
城市管理者治理智慧和水平。有句俗
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发挥具有地缘
优势的社区志愿者“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的作用，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
和方面。还有一句俗话说得好，一个
巴掌拍不响。社区志愿者限于自身时
间和精力因素，也有个“手长袖子短”
的难题，这个时候需要独居高龄老人
拉合窗帘这一“举手之劳”配合，通过
双方心领神会的默契的“暗号”，省却
了社区志愿者逐家上门探访时间，提
高了服务独居高龄老人的针对性和
精准性。

“一面窗帘”见精准
吴良伦

今日今日导读导读

2版

清明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人气满满

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 7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4 月 4 日至 6 日（清明节假期期
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79782.7 万人次，日均 26594.2 万人
次，比2024年同期增长7.8%。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为5332.6
万人次，日均1777.5万人次，比2024

年同期增长 7.3%。水路客运量为
339.2 万人次，日均 113.1 万人次，比
2024年同期增长23.4%。民航客运量
为556.9万人次，日均 185.6万人次，
比2024年同期增长10.6%。

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
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
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为

73554万人次，日均24518万人次，比
2024年同期增长7.7%。其中高速公
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
员出行量为 62962 万人次，日均
20987.33 万人次，比 2024 年同期增
长8.8%；公路营业性客运量为10592
万人次，日均 3530.67 万人次，比
2024年同期增长1.7%。

清明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超7.9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