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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央部委密集召开工作会，

总结上一年度工作，规划部署 2021 年

“十四五”开局之年的新举措，其中的不

少“民生清单”值得关注。

【农产品保供】奋力夺取
全国粮食丰收，稳定生猪生产
恢复势头

农业农村部表示，2021 年要奋力夺

取粮食丰收，目标是确保总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南方省份要想方设法

巩固双季稻面积，增加冬油菜种植；东

北和黄淮海地区争取增加玉米面积，大

豆、棉花等大宗农产品该扩大产量的要

抓紧落实。

农业农村部表示，要稳定生猪生产

恢复势头。2021 年还要继续稳定养殖

用地、环评审批制、抵押贷款等主要扶

持 政 策 ，给 养 殖 主 体 吃 下 定 心 丸 。 同

时，努力稳家禽、增牛羊、兴奶业，推进

渔业提质增效，稳定蔬菜、水果等生产，

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

在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方

面，要扩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范

围，再制修订 1000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聚焦重点品种逐步解决禁用药物超

标问题，再认定 1 万个绿色、有机、地理

标志农产品，推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尽快实现全覆盖。

【教育】抓好中小学作业、
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

202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透露了

新一年教育发展改革举措。会议明确，

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大力度

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抓好中小学作

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全面

振兴乡村教育，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

教育，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推进高

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终身学

习体系。

【住房】解决好大城市住
房突出问题，规范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

住建部表示，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解

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加强住房市

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加快补齐

租赁住房短板，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特

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住房困难

群体的住房问题。加快构建以保障性租

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

障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做

好公租房保障，在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

重点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

针对住房租赁市场存在的问题，住

建部提出，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

快培育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

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整

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

【民生保障】稳步提高社会
保障水平，完善社保基金管理

财政部提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落实就业优

先政策，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稳步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保基金管理，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支持发展文化事业

产业。

“财政收支压力再大，也要坚决保

障好民生支出。”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21 年，财政

部将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消费】促进汽车家电等
大件、餐饮、农村消费，建设一
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

节和重要引擎。2021 年，部委促消费有

何新举措？

商务部对促进汽车家电家具等大

件消费、提振餐饮消费、释放农村消费

潜力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商务部等

12 部门印发通知要求，鼓励有关城市优

化限购措施，增加号牌指标投放。开展

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对农村居民购买 3.5 吨及以下

货车、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对居民

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并购买

新车，给予补贴。

商务部还将鼓励企业运用 5G、物联

网等信息技术，加快实体商业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满足个性化、定制化消费

需求。建设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深

入开展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动，

推动便利店进社区，改造一批早餐店、

菜市场等便民服务设施。

【交通】推进实现“刷脸”
进站乘车，完成京津冀及周边
重型柴油货车淘汰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1 年要深化交

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发展公

铁、空铁、公空等联程运输服务，提升旅

客出行服务品质。鼓励和规范发展定

制客运。实现 20 个省份普及道路客运

电子客票服务，推进实现“刷脸”进站乘

车。持续扩大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与

便捷应用。着力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困难，便利日常交通出行。

加快推动智慧交通发展。推进“云

网融合”的公路网运行监测体系建设。

推进智慧公路、智慧港口、智慧航道、智

慧枢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试点，推动

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慧邮政等示范

应用。

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推进货车车

型标准化，全力推动完成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柴油

货车淘汰任务。积极推进港口船舶岸

电使用。

【乡村振兴】做好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编制
村庄规划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2021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要重点做好政策衔

接、规划衔接、产业帮扶衔接、就业帮扶衔

接、基础设施建设衔接、公共服务提升衔

接、重点县衔接、考核衔接等。

2021 年我国将尽快启动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指导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全域

全要素编制村庄规划。有关部门将实

施村庄道路、农村供水安全、新一轮农

村电网升级改造、乡村物流体系建设、

农村住房质量提升等一批工程项目，各

地也要协调加大建设力度。

交通运输部也提出，要提升农村公

路发展水平，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

发展。

【农村人居】推进农村改
厕、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

“十四五”时期，接续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农业农村部

表示，2021 年要重点推动中西部地区农

村因地制宜改造户用厕所，指导各地科

学选择改厕技术模式，引导户用厕所入

院、推动入室。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和处理长效机制，推动有条件

的地方开展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和

处理利用，努力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水平。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当雄县龙仁乡至林周县江多村公路改建工程全一标段”现已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费已全

部结清。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本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8989001329
特此声明

西藏云天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2日

公 示
由我公司承建的“国道 219 线康马县至措美县古堆乡段新改建工程交通工程安全设施二合同段”现已全部完工，并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完成交工验收工作，工程款已按合同约定拨付到位，建筑工人工资均足额发放，现我公司进行民工工资支
付结清公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处理。

施工单位联系人：冉鹏飞 联系电话：17726287837 建设单位联系人：冉雄 联系电话：17784307321
特此公示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国道219线康马县至措美县古堆乡段新改建工程

交通工程安全设施二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2021年 1月 12日

日喀则珠峰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不慎，将拉萨

希 尔 顿 酒 店 项 目 的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地 字 第

540102201800095）及用地红线图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日喀则珠峰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2日

声 明
智博相框工艺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40191MA6T45RCX4）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智博相框工艺

2021年 1月 12日

声 明
●刘忠仁不慎，将警官证（编号：武字第 9780259号）丢失，声明作废。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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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委工作会信息量大，2021年这份“民生清单”要收好！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多

国人士寄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继续

为世界贡献智慧、方案和力量，在世纪疫情

和百年变局交织之时，携手各国应对挑战，

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以团结合作打造共同命运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

谋幸福的历史。”这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

动中央委员、阿拉伯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

阿巴斯·扎基眼中的百年大党。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中国共产党既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也把为全人类作贡献作为

重要使命，积极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突袭全球的新冠疫情，让全世界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命运与共”

的含义。“中国强调人类是风雨同舟的命运

共同体，唯有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

才能战胜疫情。”扎基说。

2020 年印刻下严峻挑战，2021 年寄托着

深切期待。世界从百年大党的作为和理念

中收获信心和启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办公厅副主任京培看来，中国推动国际抗

疫合作，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

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本色”。

2021 年新年伊始，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各方对新冠疫苗研发和接种寄

予厚望。中国承诺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

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斯里兰卡共产党总

书记维拉辛哈就此表示，这将“满足发展中国

家在疫苗问题上的期待”，“中国共产党对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承诺和不懈努

力已在抗疫实践中得到不容置疑的证明”。

以开放共赢推动世界复苏

2021 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恰逢“十

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不断提升开放

合作水平，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充

分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

自身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各国分享更

多中国红利。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伊扎特·萨阿

德表示，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

对外开放的决心”。中国将与世界分享其发

展成就，这一点值得全球合作伙伴期待。巴

基斯坦参议院前主席拉扎·拉巴尼说，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巨大机遇。

2021 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中国对外开放合作的大门越

开越大，无疑将为世界提供更多市场机遇，为各国创造更多合作空间。

“开放共赢、计利天下。”这是津巴布韦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纳德·鲁沙布瓦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理念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经济保持稳定

增长，对提振非中贸易、促进非洲国家工商业体系正常运转意义重大。

以担当行动应对全球挑战

2021 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极端贫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依然严峻。国际社会期

待中国继续践行多边主义理念，展现大国担当，同各方合力应对各种全球性挑

战，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今年，中国将作为东道国在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国际社会期待以此为契机，凝聚更多共识，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议

程形成更大合力。古巴国家电视台国际问题专家阿内里塞·罗德里格斯评论

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保护地球环境所作的努力日益得到各方认可。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着

眼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贡献的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提出的

国际关系模式吸引力与日俱增，旨在推动各国人民为共同福祉而平等合作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极具前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与时代同行、与世界携手，将为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与记者 胡晓光 高兰 熊思浩 章建华 张修智 倪瑞捷 唐璐 吴丹妮 刘天

孙晓玲 马意翀 张玉亮 唐霁 林朝晖 杨臻）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共
迎
全
球
挑
战

共
谋
人
类
福
祉

—
—
中
国
共
产
党
百
年
华
诞
的
世
界
期
待

新
华
社
记
者

赵
嫣

丁
莹

商
婧

这是 1月 11日拍摄的丹顶鹤。

寒冬中，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丹顶鹤在蔚蓝的天空中展

翅飞翔，在洁白的雪地上翩翩起舞，

引来许多游人驻足观赏。黑龙江扎

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规模最

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野化基地，截至

目前，人工繁育和半散养丹顶鹤种群

已达 500只。

新华社记者 梁冬 摄

鹤舞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