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李锐 王帅 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大中型灌区是粮食生产的主阵
地。日前，在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了更好发挥灌区在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中的“主力军”和“压舱石”作
用，今年以来，水利部共安排大中型灌区
新建和改造项目投资406亿元，比2022
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目前，已完成158
亿元，总体项目进展顺利。

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安排中央投资166亿元，用于
支持581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十
四五”改造项目完成后，预计可新增恢

复灌溉面积约178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近1.2亿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近100亿
公斤，新增节水能力约 100亿立方米。
同时，水利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47亿
元用于支持 17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
“十四五”以来，已开工建设了35处新建
大型灌区，完工后，预计将增加有效灌
溉面积约160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100
多万亩。

目前，水利部与农业农村部已经建
立部门间协作机制，推动各地统筹推进
大中型灌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从
水源、骨干渠系到田间末端的灌排工程
整体体系，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水

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对四川都江堰、内
蒙古河套等6处大中型灌区整体推进高
标准农田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打通农田
灌排“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另外，水利部与农业农村、自
然资源等多部门加强协作，深入研究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灌溉发展需求、灌溉对
粮食生产的支撑能力、后备耕地资源开
发利用潜力等关键问题，提出灌溉面积
发展潜力、区域布局、发展路径，目前已
经形成初稿，今年年底完成规划工作。
结合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建设，谋
划推动再建设一批大中型灌区，为我国
农田灌溉发展做好顶层设计。

水利部投资406亿元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和改造

本报综合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
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管局等五部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
议，部署开展为期 5个月的集中用餐
单位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行动。总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柳军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此次专项治理行动是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落实食品安全
“四个最严”要求的具体实践，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督促学校、托幼机构、医
院、养老院、机关等集中用餐单位及其
承包经营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
面加强监管执法，严把许可准入关、严
格环境卫生和过程监管、严管承包经

营行为、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加强
行业管理，严抓日常管理、严格招投标
管理、分类推行“明厨亮灶”；压紧压实
属地包保责任；提升舆情应对处置能
力，推动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管理明显
规范，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明显增
强，环境卫生明显改善，重大食品安全
事件明显减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

食安全。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王铁汉

主持会议，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管局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并发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教育、民
政、卫生健康、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有
关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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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为充分
发挥标准化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中的基础
性和引领性作用，近
日，农业农村部、国家
标准委、住房城乡建设
部联合印发《乡村振兴
标准化行动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

《方案》经国务院
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
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共
有 33个 部 门 参 与 实
施。《方案》提出，到
2025年，农业高质量发
展 标 准 体 系 基 本 建
立。制定修订农业领
域 国 家 和 行 业 标 准
1000项，与国际标准一
致性程度显著提升，构
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体系30个。乡村
建设标准体系初步形
成。制定修订一批乡
村建设国家、行业和地
方标准，国家层面创建
示 范 美 丽 宜 居 村 庄
1500个左右。标准化
示范作用显著增强。
创建国家农业标准化
示范区100个，农业标
准化服务与推广平台
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
增强。深入实施农业
高质量发展标准化示
范项目，创建国家现代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
示范基地300个。

《方案》部署了 11项重点任
务。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部
署了夯实保障粮食安全标准基
础、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建
立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完善农业绿色发展标准4项任务，
全面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聚焦统
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
局，部署了强化乡村房屋建设和基
础设施建设标准、健全农村人居环
境标准体系、强化乡村公共服务标
准支撑3项任务，着力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聚焦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部署了巩固提升防返贫
工作标准化水平等任务，助力防止
规模性返贫。聚焦提升标准实施
水平，部署了优化标准供给结构、
深入开展试点示范和服务体系建
设、深化标准化国际合作 3项任
务，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标准化各
项措施落地见效。

本报综合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
于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
农田的决策部署，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保质保量如期完成，近日，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印发了《旱地高标准农田建
设技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
（试行）》），指导各地统筹做好在缺乏灌
溉水源的地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
工作。

《规范（试行）》与《全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等相关
政策规划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GB/T30600-2022）等国家标准充分
衔接、延伸配套，在东北、黄淮海、长江
中下游、东南、西南、西北、青藏等七大
建设区域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区域气
候条件、行政区划、地形地貌、降水情
况、地表及地下水资源状况、水利工程
及水源保障条件等因素，将旱地高标准
农田建设细分为13个建设类型区，突出
旱涝兼防、分类施策，着力强化应急补
灌能力，分区分类配套完善集雨蓄水、
节水补灌等工程设施，缓解作物出苗、
孕穗等关键生育期水分供需矛盾，努

力破解“卡脖旱”，确保浇上“救命水”。
针对各地现实条件和建设实际，

《规范（试行）》提出采取工程集水、保
墒蓄水、抗旱补水、设施节水、防洪排
水等五类工程技术措施，因地制宜确定
不同区域、不同地形、不同水资源约束
条件下的建设内容和标准，保障作物关
键生育期应急补灌，确保建成后亩均粮
食产能提高 10%以上。各地在《规范
（试行）》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细化适合本地区的技术标准，满足建设
需要。

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部署开展集中
用餐单位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本报综合 近日，全国消费品工业座
谈会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会议认真落
实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
座谈会要求，研究部署消费品工业重点工
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
江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国消费品工业系统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效
完成医疗物资生产保供任务，消费品工业
“三品”战略扎实推进，优质消费品供给服
务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
争力显著增强，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迈出
坚实步伐，为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提供有力
支撑，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强调，消费品工业涵盖老百姓
“衣食居用行、育教医康养、文娱旅美尚”

等方方面面，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
民生行业，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的物质基础。要加快形成消费品
绿色可持续生产方式。通过新技术、新工
艺、新装备改造提升传统生产方式，加强
“三废”治理，完善废弃物综合利用体系，
为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作出积极贡献。要全力以赴推动消费品
工业平稳增长。发挥好家居、塑料、造纸、
皮革、电池等超万亿行业规模大、带动性
强的作用，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要千方百计保障重点产
业链自主可控。加强政策引导，加快先进
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和协同攻关，持续巩固
消费品行业领先地位。要多措并举推进
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突出产业优势
和地方特色，培育一批质量优势突出、口

碑好的优质产品和领军企业。要持续抓
好重点物资生产供应保障。加强短缺药
品生产供应监测，抓好生活必需品生产保
供，不断完善医药储备管理制度，全面提
升应急响应能力和保障水平。要持之以
恒加强行业发展政策研究。加强消费品
工业经济运行分析、重点领域调查研究和
国内外重大产业政策研究，凝心聚力推动
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部分部属事
业单位，有关行业协会，部分消费品工业
“三品”战略示范城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以及北京、河北、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四川等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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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科学部署旱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工信部扎实推进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