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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
部门着力发展产业、稳住就业，努力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农民收入继续
保持增长势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
展。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神州大地处处展现
乡村新图景。

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在广西桂平市，各处可见稻虾共
养的丰收景象。2017年以来，广西水
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唐章生几乎每个
月都要来桂平看看他的“虾宝宝”。唐
章生和他的博士团队在桂平广泛推广
新技术，让小龙虾实现从9月至次年4
月错季上市，进一步提升种养效益。

“利用独特的气候条件，加上科技
助力，现在已经可以实现‘百斤虾千斤
稻万元田’。”唐章生自豪地表示。

目前，在桂平全市已建成的67.59
万亩高标准农田中，4.67万亩实现了

“稻田+小龙虾”种养模式，为特色产
业提质增效。

乡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上下功夫。在海南省五指山市
水满乡毛纳村，全村正大力打造“五指
山热带雨林大叶茶”公共品牌。2022
年全村茶叶种植面积约1800亩，2023
年新增大叶茶种植面积550亩以上。

水满乡副乡长李杰说，通过“村委
会+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乡里为
农户提供茶叶种植、采摘、制茶及茶艺
等全流程技术培训，充分利用市里委
派的科技特派员力量，为农户提供茶
叶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实现从茶叶
种植、苗期管护、采摘、收茶以及加工
的“一条龙”帮扶，每年能为每户农户
带来过万元的收入，脱贫攻坚成果得
到巩固。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强龙头、
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
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
曾衍德说。

绿色发展，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培育可持续
可循环的发展模式，是实现农业绿色
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

作为关中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
陕西宝鸡市陇县拥有广阔的天然林区
和草场，奶山羊和苹果是当地两大主
导产业。宝鸡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振军用有机肥“串”起了生态
农业循环链。

厌氧发酵、好氧发酵、过筛、装袋
……厂房里，堆成小山般的羊粪经过
规模化深加工后成为了高端有机肥
料，价值倍增。李振军算了一笔账：4
立方米羊粪可以生产出近 1 吨有机

肥，市场价大约 800 元。“对于养殖户
而言，每年仅卖羊粪做有机肥，平均
一 只 羊 就 可 以 带 来 近 300 元 的 收
益。”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华沟村位于
马踏湖边，一排排青砖白墙的中式建
筑林立，清新雅致的装修风格让人眼
前一亮。2009年起，桓台县对马踏湖
集中开展生态修复，改善入湖河流的
水质状况。经过十多年的治理修复，
白鹤、苍鹭等珍稀动物时常在湖区出
现。

“借助生态优势，华沟村建成民宿
60处、改造农家院26处。既满足了游
客休闲旅游的需要，又开拓了农户增
收渠道。”桓台县起凤镇副镇长尹磊
说。

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走进湖南省沅河镇沅城村，50多
岁的杨静正在自家开办的特色摄影馆
里忙着给顾客化妆。她说，这些年村
容村貌的变化，让她回到家乡找到更
好的发展机会。

“我要和大伙一起，把村容村貌建
设得更好，让大家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也欢迎更多游客来共享美景。”杨静和
村里的一些妇女共同组建了“巾帼
队”，自发参与村庄公共卫生清扫。

位于贵州省乌蒙山区的黔西市新

仁苗族乡化屋村，曾是当地最贫困的
少数民族村寨。这些年，脱贫之后的
化屋村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了发展乡
村旅游，黔西市进一步对化屋村实施
电网改造、完善通信网络、增加污水处
理设施和扩建停车场等。

古樟成林，冠如华盖、枝若虬龙。
江西抚州市乐安县牛田镇的古樟林沿
乌江两岸绵延十里。与古樟林相依的
千年古村流坑，至今保存着 260 多幢
明清传统建筑。

清晨，打扫好庭院、料理好菜地，
陈冬英在自己的餐馆里忙碌起来。“现
在流坑村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生
意也更红火了。”陈冬英说。

流坑村在保护古村落风貌的基础
上，不断发展与之相适的新业态。游
客可以通过观看沉浸式演出《流芳》、
傩舞表演等，全方位、多层次体验流坑
的历史文化。这几天，一场流坑“村
跑”吸引了 5 万多名游客和群众参与
其中，热闹非凡。

“古村谋振兴，必须做好‘守正’和
‘创新’两篇大文章。”乐安县县委书记
艾志峰说，要把传统村落风貌和现代
元素融合，延续好历史文脉，让村庄焕
发新的光彩，让农民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

（记者郁琼源、吴箫剑、杨驰、张思
洁、叶婧、骆飞）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我国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
电 （记者徐壮）记者 7 日从
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四部
门近日修订印发了《职业学
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自公
布之日起实施。管理办法鼓
励职业学校与企事业单位互
聘兼职，推动职业学校和企
事业单位在人才培养、带徒
传技、技术创新、科研攻关、
课题研究、项目推进、成果转
化等方面加强合作。

管理办法是对 2012 年
印发的《职业学校兼职教师
管理办法》的进一步修订和
完善，在原文件6章23条的
基础上扩展为9章34条，充
分体现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形
势新要求。

管理办法明确了兼职教
师的选聘方式。提出职业学
校可通过特聘教授、客座教
授、产业导师等多种方式聘
请兼职教师，可以采取个体
聘请、团体聘请或个体与团
体相结合的方式。

管理办法要求兼职教师
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典型生产案例等纳入教学内
容，协助加强职业学校专任
教师“双师”素质培养。鼓励
支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选
派人员到职业学校兼职任
教，将选派兼职教师的数量
和水平作为认定、评价产教
融合型企业等的重要指标依
据。

管理办法还提出，职业
学校要建立兼职教师个人业
绩档案，将师德师风、培训、

考核评价等兼职任教情况记录在档，并及
时反馈给其原所在单位。企事业单位应将
在职业学校兼职人员的任教情况作为其考
核评价、评优评先、职称职务晋升的重要参
考。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记者高
敬）生态环境部等11部门7日公布《甲
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十
四五”和“十五五”期间甲烷排放控制
目标。这是我国开展甲烷排放管理控
制的顶层设计文件。

方案提出，“十四五”期间，甲烷排
放控制政策、技术和标准体系逐步建
立，甲烷排放统计核算、监测监管等基
础能力有效提升，甲烷资源化利用和
排放控制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种植
业、养殖业单位农产品甲烷排放强度
稳中有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
利用率和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持续
提升。

按照方案，“十五五”期间，甲烷排
放控制政策、技术和标准体系进一步
完善，甲烷排放统计核算、监测监管等
基础能力明显提升，甲烷排放控制能
力和管理水平有效提高。煤矿瓦斯利
用水平进一步提高，种植业、养殖业单
位农产品甲烷排放强度进一步降低。
此后，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力争逐步
实现陆上油气开采零常规火炬。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甲
烷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具有增
温潜势高、寿命短的特点，主要来源于
煤炭、油气生产、农业和废弃物处理等
领域。积极稳妥有序控制甲烷排放，
兼具减缓全球温升的气候效益、能源
资源化利用的经济效益、协同控制污
染物的环境效益和减少生产事故的安
全效益。

我国高度重视甲烷控排工作。此
次编制并发布的这一方案是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推
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推进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的自主行动，也是对全球气
候治理的积极贡献。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组织
落实好方案，不断夯实基础能力，加强
甲烷排放管理控制，处理好甲烷管控
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关系，
积极推动落实重点领域甲烷管控任务
与措施，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中国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记者陈
炜伟）记者8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规范实施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拓宽民间投资空间。坚决遏制新
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高基础设施和
公用事业项目建设运营水平，确保规范
发展、阳光运行。

指导意见明确，聚焦使用者付费项
目，全部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合理把握
重点领域，优先选择民营企业参与，明确

管理责任分工，稳妥推进新机制实施。
在规范推进建设实施方面，指导意

见提出，严格审核特许经营方案，公平
选择特许经营者，规范签订特许经营协
议，严格履行投资管理程序，做好项目
建设实施管理。

在加强运营监管方面，指导意见明
确，定期开展项目运营评价，惩戒违法
违规和失信行为。规范开展特许经营
协议变更和项目移交等工作，建立常态
化信息披露机制。

此外，指导意见还明确了支持民营
企业参与的特许经营新建（含改扩建）
项目清单（2023年版）。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
陈炜伟、魏玉坤）国家统计局9日发
布数据，10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同比下降 0.2%，环比
下降0.1%。

从同比看，10 月份 CPI 下降
0.2%，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降幅扩
大。食品价格同比下降4%，降幅比
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影响CPI下
降约0.75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

价格同比下降30.1%，降幅扩大8.1
个百分点；鸡蛋、牛羊肉、鲜菜和食
用油价格同比下降较多，降幅在
3.5%至6.4%；鲜果价格由上月下降
0.3%转为上涨2.2%。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7%，涨
幅与上月相同，影响 CPI 上涨约
0.57 个百分点。非食品中，工业消
费品价格同比下降0.1%，其中汽油
价 格 由 上 月 下 降 1.2% 转 为 上 涨

1.8%；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2%，涨
幅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和飞
机票价格分别上涨 11%和 5.1%，涨
幅均有回落。

10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6%，涨幅略
有回落。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10月
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下降2.6%，环比持平。

我国出台行动方案管控甲烷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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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台指导意见规范实施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

11月8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上强小学，学生在消防员指导下使用灭火器。
11月9日是第32个全国消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新华社发（何伟卫 摄）

消防安全记心间

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2%

新华社南京11月8日电 （记者齐
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
系点工作交流会 8 日在江苏昆山举
行。记者从交流会上获悉，截至 2023
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31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和 1 个立法联系
点。2015 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先后通过联系点，就172件次法律
草案、立法规划稿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22000多条，有3100多条被立法研究吸
纳。

据悉，截至2023年5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设立31个基层立法联系
点和1个立法联系点，辐射带动31个省
级人大常委会设立 556 个基层立法联
系点，304个设区的市（州）人大常委会
设立 5984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全国三
级总计657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通过
多种方式把工作触角延伸到基层的各

个角落，为广大基层群众和各界人士表
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提供了有效
的渠道、平台和载体，丰富了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此外，围绕加强联系点建设，发挥
联系点功能，讲好民主故事、法治故事
等内容，来自全国各地 19 个基层立法
联系点的负责同志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基本功能定位
是立法征询意见工作，扩大基层群众的
参与度、联系面、代表性，是基层立法联
系点工作的活力源泉。”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推动
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高质量发展，因地
制宜开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实事求
是反映基层意见和情况，进一步发挥好
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直通车”“连心
桥”作用。

全国基层立法联系点已征集
到群众意见建议22000多条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记者陈
冬书）为进一步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农业农村部将从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区管理、繁育展演和市场流通等三
环节切实强化水生野生动物执法监
管。

这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日前组织
的“水野执法记者行”活动了解到的消
息。活动中，记者随农业农村部渔政
执法人员和行业协会代表等赴河北、
辽宁、广东、广西四省区，对5处涉水生
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8处海洋馆及30
余处市场进行明查暗访。

相关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各类水
生野生动物利用活动规范程度持续提
升，但仍存在部分海洋馆的展示标本
和在养动物未按规定办理许可、市场
内违法销售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公众对部分新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的物种缺乏保护意识等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农业农村部执法
检查人员要求地方渔政执法机构尽快

核实处置，并明确下一步将采取的相
关措施：

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区方面，强
化保护区内执法监管，严厉打击非法
捕捞等各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及其栖
息地的行为。

在繁育展演场馆方面，严格按照
法律规定为在养动物和展示标本办理
许可，加快推进将繁育展演物种情况
录入水生野生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确
保在养动物来源合法、去向明确。

在市场流通环节，会同市场监管
等部门强化对海鲜、干货、宠物市场的
监督检查，清理未取得许可和专用标
识销售各类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违法违规行为。

“与此同时，我们将加强对新修订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的科普宣传，营造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农业农村部
渔业渔政管理局渔政处处长张信安
说。

农业农村部：将强化三环节
监管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大家别急，慢慢上车，等你们都
上车坐好后我们才发车……”在成都
市成华区和韵路公交站台，看到几名
老人提着菜篮子上车，司机师傅曾勇
耐心地叮嘱老人们慢慢来。等老人们
上车坐稳后，曾勇才缓步启动发车。

类似暖心场景在成都近期开通的
66 路“适老公交”线路上频频出现。
一条“适老公交”线路，让老年乘客出
行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底色更浓。

公共交通是老年人日常出行的常
用方式，为了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
安全感，最近，成都开通了6条“适老
公交”专线。

记者在 66 路公交车上看到，“适
老公交”不仅配备了装有放大镜、口
罩、老年常用药品的便民箱，整车的标
识也选用了更大的字号，方便老年人
识读。在车厢内的多处显眼位置，还
专门贴了“关爱老人 让爱常在”等敬

老尊老标语和老人乘车温馨提示，整
个车厢内营造了浓浓的敬老爱老氛
围。

“‘适老公交’的车辆是专门定制
的，采用低地板无障碍通道式新能源
车型，老年乘客在车厢的前后部分行
走不需要跨越台阶，能更好地避免老
年人摔倒。”该线路运营方、成都公交
集团东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副
经理陈黎黎说，车厢内还腾挪出专门
的无障碍空间，可以同时放2台轮椅，
每台轮椅停放区都设置了安全带，用
于固定轮椅。

除了低地板，“适老公交”上还采
用了软皮座椅，能让老年人坐得更舒
服。“这条公交线路我每天回家都要
坐，改造后的座椅很巴适，车上的字体
更大，看得更清楚了。”68岁的张一平
婆婆满意地说。她住在附近的和美社
区，是这条公交线路的“常客”。

66路公交线路周边小区聚集，还
途经菜市场、医院和小学。每天清晨，
买菜的老年人挤满车厢，他们唠着家
常、聊着菜价，去往菜市场，归来时，带
着买好的菜，满心欢喜地下车回家。

“选择这条线路进行适老化改造，是因
为我们前期调研后发现，这条线路的
老年乘客占比约为38%，老年人多，适
老化改造需求更加迫切。”陈黎黎说。

作为适老专线，适老化服务更不
能落下。记者了解到，“适老公交”的
驾驶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选用了
星级驾驶员，起步和停车要足够平稳，
还要更耐心和细心。“平时我要经常检
查便民箱，看箱子里的东西是否齐全，
如果有缺失要及时补齐。在行驶中，
我们还要做到‘四缓’：起步缓、转弯
缓、停车缓、语气缓，多关爱老年人。”
有着10年驾龄的司机曾勇说。

“适老公交”成为老年人口中的

“巴适公交”，这也是近年来成都围绕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加速推进全
龄友好包容社会建设的缩影。

今年6月，成都市印发了《成都市
“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明确提出
到2025年，中心城区每个区建成老幼
复合型社区综合体不少于 5 个，其他
区（市）县建成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不少于2个。成都市民政局养老服务
处副处长高丽平介绍，未来，成都市新
建城区、旧城区的每个街道都将分别
规划建设 1 处不小于 3000 平方米、
1500 平方米的社区养老机构，每个
新、旧社区都会规划建设 1 处不小于
750平方米的日间照料中心。

“公交是老年人重要的出行工具
和活动场所，我们也会继续更好地开
展适老化服务。”陈黎黎说，接下来，成
都市还将结合客流量、乘客需要等情
况继续推出更多“适老公交”线路。

低地板、便民箱、软座椅 成都“适老公交”让老人出行更暖心
新华社记者董小红、龙泠宇、李倩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