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被列为今年的首要任务。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到

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

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中国还有多少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最新

数据显示，2018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1660 万人，

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

——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
“防止盲目拔高标准、吊高胃口，杜绝数字脱贫、

虚假脱贫。”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攻坚期内贫困县、贫

困村、贫困人口退出后，相关扶贫政策保持稳定，减少

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表示，

脱贫攻坚必须坚持现行的标准，也就是不缺吃、不缺

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今明两年

一定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一定要保证脱贫的质量。

文件提出“及早谋划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2020 年

完成后的战略思路”，这表明即使完成脱贫目标，并不

表示任务结束，后续仍将继续发力。

——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

城落户条件
土地可谓是农民的命根子。对于土地制度改革，中

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搞私有化，

坚持农地农用、防止非农化，坚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

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条件。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对记者

表示，中央已经屡次强调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

作为农民进城落户，政策意图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各地

不能也不敢对农民进城落户作出这样的限制条件。

——保障农民种粮基本收益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稳定粮食产量。毫不放松抓

好粮食生产，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落地，确保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6.5 亿亩。稳定完善扶持粮食

生产政策举措，挖掘品种、技术、减灾等稳产增产潜

力，保障农民种粮基本收益。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中国粮食产量经历连增之后开始下降。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5789 万

吨 (13158 亿斤)，比 2017 年减少 371 万吨 (74 亿斤)，

下降 0.6%。

谁来种粮？在专家看来，作为人口大国，如果不

大力保障农民种粮基本收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粮食安全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是非常危险的。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方面，中央一号文件着墨颇

多，包括要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创响一批“土字

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加

工业；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等等。

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到，扶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

的乡村企业，支持企业在乡村兴办生产车间、就业基

地，增加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岗位。鼓励外出农民工、

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城市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新

创业。

党国英认为，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乡村

旅游业等，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都有助

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内容也在中央

一号文件中占了不少分量。

文件提出，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中央财政对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等给予补助，对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给予奖励。加强农村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加快解决农村“吃水难”和饮水不安

全问题。

有些政策是直接影响农民钱袋子的，包括加快推

进宽带网络向村庄延伸，推进提速降费。建立健全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步整合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局日前陆续公布2018年

全国各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目前，9省份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全国水平，上

海以64183元居首。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指出，

要千方百计促进居民增收，增强消费能力。多地政府

工作报告也设置2019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目

标，帮助百姓分享国家改革发展果实。 □ 据中新社

9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全国水平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7%，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

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

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

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括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梳理发现，2018 年，北京、天津、内蒙古、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

另外，上海 2018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64183 元，位居全国第一位；第二名为北京，达到了

62361 元；其次为浙江，达到45840元。在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增速上，贵州以10.3%的增速位居第一，已经

达到了两位数增长。

增收入：多地设置明确增长目标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2018 年，居民收入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

际增长 6.5%，快于人均 GDP 6.1%的增速。

百姓“钱袋子”鼓不鼓，关键看收入增长快不

快。宁吉喆明确表示，2019 年要加快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挖掘并释放消费潜力，千方

百计促进居民增收，增强消费能力。

多地政府工作报告也设置了 2019 年城乡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增长目标，有的强调要与经济增长同步，

共享发展果实；有的明确农村居民增收要更快，缩小

城乡差距。

天津提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地区

生产总值增速。四川提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 8%和 9%。厦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增长 8%。

南京提出，今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

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则指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9%左右……

国家频频“出招”促消费
收入增加，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而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有媒体评论称，消费潜力

并不仅仅来自于大家的钱包，更是来自于改革红利

的释放，扩大消费的空间关键在于有没有及时且充

分的政策驱动。国家也频频“出招”，切实让消费红

利落到百姓手中。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提升

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能力，促进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

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的印

发，到《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的出台，再到国家发改委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进

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这一系列制度密集出台

并且集中发力，以便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此外，2 月 12 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

在专题发布会上透露，今年 4 月将召开全国性专题会

议，从提升城市消费、促进乡村消费、扩大服务消费等

5 方面推进落实促消费系列举措。

112019年2月21日 星期四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方 芳 校对刘 洁 中国热点

连续16年聚焦三农

中央一号文件发出这些惠农礼包

去年各省份居民人均收入排行榜公布：

上海以64183元居首 贵州增速第一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的比往年晚一些，但依然重磅。

这份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全文1.1万余

字，是21世纪以来第1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今年“三农”工作怎么干？中央一号文件重点从8个

方面进行了部署，给农民发出了一系列惠农礼包。 □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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