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农业 助推农业现代化

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良好开局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刚刚过

去的 2018 年，我省强化目标导向

和问题导向，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

环节，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着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各项重点任

务取得突破性进展，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实现良好开局。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入推进

我省坚持以现代都市型农业和

特色高效农业为发展方向，加快发

展质量农业、科技农业、绿色农

业、品牌农业，着力推进农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新建设高标准农田582.2万亩，累计

建成 3544 万亩。强化各级政府和

有关部门粮食安全生产责任，粮食

生产在播种面积减少、极端天气增

加的情况下，全年总产 370 亿公斤，

连续两年跨上 350 亿公斤台阶。预

计全年蔬菜产量 5460 万吨，与上年

基本持平；肉类 477 万吨、禽蛋 389

万吨，均同比增长 1%；畜牧、蔬菜、

果品三大产业占农牧渔业总产值比

重达 73.6%，同比提高 1.4 个百分

点，在保障京津绿色优质农产品供

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编制

实施 《河北省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

布局规划 （2018—2020 年）》 和

27 种特优农产品的提质增效方案，

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牧渔结合

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调减非优势

产区籽粒玉米159.48万亩、累计调

减 325 万亩，推广种植优质强筋小

麦48万亩、累计达到298万亩；重

点创建 8 个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 和 52 个 省 级 特 色 农 产 品 优 势

区，中药材、食用菌面积 309.1 万

亩、增长 15.2 万亩，发展青贮玉

米、苜蓿等优质饲草料191万亩。

奶业振兴步伐加快。制定实施

《 河 北 省 奶 业 振 兴 规 划 纲 要

（2018-2025年）》，全省奶牛存栏

124.6 万头，300 头以上奶牛存栏

比例占 98%以上，规模化养殖水平

在全国处于前列，生鲜乳检测合格

率 100%，预计乳制品产量新增 24

万吨，达到 397 万吨，连续四年位

居全国第一，婴幼儿配方奶粉产能

15.5 万吨，比 2008 年实现翻番；

君乐宝品牌再次入围 CCTV 国家品

牌计划，荣获“国际质量管理卓越

和创新钻石奖”“中国质量奖提名

奖”，河北乳业实现浴火重生。

绿色发展步伐加快。推广节水

小麦 2736 万亩，实施季节性休耕

200 万亩，新增节水灌溉 29 万亩、

累计达到 550 万亩，节约农业用水

8.92 亿立方米；实施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推进行动，化肥、农药使用

量连续两年负增长。

产业融合步伐加快。创建国家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2 家，建成省级

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187 家；打造粮

油、乳品、肉类等 12 大产业链，

建成 102 个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

合 体 ， 农 业 产 业 化 经 营 率 达 到

67.3%以上，同比提高 0.7 百分点；

加快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重

点打造107条旅游线路和36个精品

品牌，平山县东方巨龟苑、迁西县

京东板栗大观园等入选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全国 100 条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精品典型线路。

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累计

建成园艺作物标准园 728 个，标准

化养殖场 1196 个，省级以上出口

农产品安全示范区 22 个，农业标

准化生产覆盖率达到 57%，比上年

度提高 7 个百分点；新创建国家

级 、 省 级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县 29

个，累计达到 101 个，积极推广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构建产地准

出和市场准入无缝衔接监管机制，

全省蔬菜、畜产品、水产品抽检总

体合格率99.3%。

美丽乡村建设扎实推进

我省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仗，

制定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

及生活垃圾集中治理、污水治理、

农村改厕、国土绿化、村容村貌提

升和深度贫困地区村庄面貌提升等

专项推进方案，持续推进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

全面开展垃圾治理。全省累计

清 理 农 村 积 存 垃 圾 6055 万 立 方

米，48317 个村庄均建立了日常维

护 机 制 ， 配 备 保 洁 员 19 万 名 ，

43154 个村庄建立了“村收集、乡

镇转运、县集中处理”城乡一体化

垃 圾 处 理 机 制 ， 占 村 庄 总 数 的

89.3%。137 个县 （市、区） 引进

专业公司承担日常保洁、垃圾清运

等工作，其中 113 个县 （市、区）

全域由专业公司承担。秦皇岛全市

2227 个村庄全部实现城乡一体化

垃圾处理模式，垃圾处理市场化覆

盖率达到100%。

梯次开展污水处理。对南水北

调输水沿线、重点饮用水水源地涉

及的县 （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和革命老区村庄开展生活污水治

理，1.7 万个村庄的生活污水基本

得到有效管控；开展农村纳污坑塘

大排查大整治，实施销号管理，共

完成 6177 个坑塘整治任务，基本

实现清零任务。

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围绕构

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以燕

山-太行山、张家口冬奥绿化和雄

安新区森林城市建设为重点，实施

国土绿化三年行动，完成营造林

987.6 万 亩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4%，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

整县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 。 以 34 个 畜 牧 养 殖 大 县 为 重

点，突出资源化利用，创新循环模

式，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全省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86.1%、提高

15 个 百 分 点 ， 资 源 化 利 用 率

74.4%、提高9.4个百分点；加快推

进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推广“秸

秆农用十大模式”，提升秸秆饲料

化、能源化、基料化利用质量效

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95%以上。

大力推广农村清洁能源。全面

开展农村散煤治理，在有条件的地

方推进气代煤、电代煤工作，全省

完成双代任务 178.6 万户、新型清

洁取暖试点 2.6 万户；积极推进沼

气工程优化提升、农村清洁能源集

成示范，推广高效清洁燃烧炉具

1.4万台。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明显改善

坚持把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发展短板作为重要民生

工程，积极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

升级，着力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进程。全面推进“四好农村

路 ” 建 设 ， 全 省 新 建 农 村 公 路

7005 公里，建成贫困地区普通干

线公路 454 公里，建成具有旅游路

资源路产业路性质的县域通道 424

公里。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89%。推

进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

全面完成小康用电示范县农网建

设。实施村村通光纤工程，全省

99%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光纤宽带通

达和 4G 信号覆盖，通达覆盖率处

于全国前列。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

业，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实现连片困难县和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全覆盖，受益学生 115

万人。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支持

1725个乡镇卫生院、17182个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和设施设备提档升

级，开展和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签约居民 3192 万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率 99.8%，城

乡居民医保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

490 元，跨省异地医保结算实现参

保人群全覆盖，大病集中救治率达

到99.5%，居全国第一。

脱贫攻坚质量显著提升

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聚

焦重点攻坚突破，举全省之力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省级财政投入专

项扶贫资金40.4亿元，较上年增长

306% ， 市 县 两 级 投 入 分 别 增 长

24.4%、41.9%，11 个国定贫困县

顺利通过国家评估检查，与 14 个

省定贫困县一道脱贫摘帽。突出产

业就业扶贫，实施“十百千”示范

工程，总结推广威县“金鸡”资产

收益扶贫、涞水县“双带四起来”

旅游扶贫等十大产业扶贫模式，认

定 100 家省级示范扶贫龙头企业，

培育 1000 个特色产业样板村，落

实产业扶贫项目近 3 万个，实现贫

困户全覆盖；帮助 21 万名贫困劳

动力实现就业，招聘贫困人口生态

护林员达到 2.7 万人。保定市与河

北农业大学合作建设 30 个太行山

农业创新驿站，支持山区特色扶贫

产业发展。

农村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

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回

头看”，完善土地承包合同 1193 万

份，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

1188 万份，分别占应确权农户总

数的 98.1%、97.8%，全省农村承

包地确权任务基本完成。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农民

合作社 11.7 万家，家庭农场 3.4 万

家 ， 35 家 农 民 合 作 社 入 选 全 国

2018年农民合作社300强；有序引

导土地经营权向规模经营主体流

转，流转面积达到 2983 万亩，占

耕地总面积的35.7%，同比增长2.7

个百分点，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新格局初步形成。沧州市每年拿出

3000 万元用于奖励土地流转，全

市农村土地流转率达到44.5%。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扎实推

进，5524 个村（组）完成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任务，1.48万个村（组）完成清

产核资，双滦区、行唐县和馆陶县等

11 个县（区）整县域完成；有序推进

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造，大

力发展土地、资金、农宅等多种形式

股份合作，全省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

组织达 2.6 万余家，带动农户 320 多

万人，辐射3.5万个行政村。

农垦改革加快推进，32个农场

全部完成办社会职能改革任务，国

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 409.15 万

亩，发证率达 93.87%，中捷等 23

个农场成立集团公司。 （赵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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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陈炜
伟、申铖）国家统计局21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90万亿元，按平均汇率折算，经济总量达
到13.6万亿美元。根据2018年末中国大陆
人口数139538万人计算，人均GDP接近1
万美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
说，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意味着
我国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国际上
的标准，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需达到1.2万
美元以上，甚至1.5万美元以上。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我国拥有

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
体。国家统计局测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
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2018年还会增加。我
国虽然总体已经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仍不平衡。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努力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颜色说，我国正处于迈
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期，经济发展处在新
旧动能转换期，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尤
其是推动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发展，持续
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社会流动性，通
过开放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从而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
专家：意味着我国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6.6% 经济增速居世界前五大经济体首位

2018年中国经济交出稳中有进成绩单
GDP增长

6.6%

人均GDP近

1万美元

CPI上涨

2.1%

城镇
新增就业

1361万人

货物进出口
总额增长

9.7%

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5.9%

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6.2%

服务业生产
指数增长

7.7%

说，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
盾，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三大攻坚战，虽然短期产生了一
定阵痛和紧缩效应，但经济仍然平稳增
长，也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保持定力迈向高质量发展

新的一年，中国经济面临着一张颇
有难度的“考卷”。

国 际 环 境 仍 有 不 稳 定 性 、 不 确 定
性，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中
国经济能否继续“有底气”？

专家普遍认为，要抓住并用好我国
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战略定
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解
决。宁吉喆说，今年，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
期调节，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
设，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的功能。

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围绕“建设、改造”加大投资力度；推
进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明显的降费；为
实体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新年
伊始，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多部委已
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亮出实招。

发展中的障碍，必须坚持靠改革来

破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
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

“不能因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就放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用改革的办
法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增强应对不确定
性的能力，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说。

近 14 亿人口、超过 4 亿中等收入群
体、近 9 亿劳动力、7 亿多就业人员⋯⋯
巨大的国内市场就是未来希望和潜力所
在，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底气所在。

“我们既要看到矛盾、困难、问题、
挑战和危机的一面，更要看到希望、机
遇、光明和前景的一面。”宁吉喆认为，
2019 年，我国经济危中有机、稳中趋
进，有基础、有条件、有信心、有能力
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实现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在李伟看来，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
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大大增强，经
济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政策回旋大有
余地，抵御冲击的韧性更强。我们完全
有能力有条件加快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的
新动能，保持长期高质量发展的良好
态势。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文/据新华社
制图/刘欣瑜

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6.2%

服务业生产
指数增长

7.7%

21日，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国务院新
闻办发布大厅内，新鲜出炉的 2018 年中
国经济数据材料，很快被现场的中外媒体
记者一抢而空。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曲
折背景下，世界对第二大经济体运行态势
的关注持续升温。

翻开中国经济“年报”，尽管面临稳中
有变、变中有忧的困难挑战，中国经济用超
90 万亿元的经济总量、6.6%的经济增速、
1361 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等指标，交出一
份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成绩单。

超 90 万亿元经济总量增强
发展信心

首 次 突 破 90 万 亿 元 ！ 数 据 显 示 ，
2018 年，中国经济比上年增长 6.6%，实
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经济总量
再上新台阶。

“2018 年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
间，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国家
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如此评价。

复杂严峻形势下，这份成绩单来之
不易。看全球，过去一年，世界经济“本
应向好”的发展态势因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而遭遇转折，金融市场、大宗商品价格
剧烈波动，全球投资大幅下滑，这对于第
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挑
战。看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进一
步凸显，经济仍面临转型阵痛，周期性、
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交织。

内外挑战叠加之下，这份成绩单“成
色”不错。6.6%的增速，在世界前五大经济
体中居首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
近 30%，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
献者；CPI 比上年上涨 2.1%，低于 3%左右
的预期目标，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年
城镇新增就业 1361 万人，连续 6 年保持在
130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都保
持在 5%左右，实现了低于 5.5%的预期目
标；全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 30 万亿元，
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挑战重重，来之不易。”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评价说，中
国经济在困难和挑战下展现出的韧性、潜
力和回旋余地，极其可贵。

中国经济的稳健表现，也给世界注入

信心。美国陶氏化学公司首席执行官吉
姆·菲特林告诉新华社记者，陶氏看好中
国的长期发展潜力、看好中国的巨大国内
市场、看好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应对变中有忧 实现稳中有进

全年经济数据发布当天，另一则新闻
引人关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
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21
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增强忧患意
识”“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
风险”成为重要内容。

2018年下半年以来，在“稳”的基础
上，中国经济的“变”和“忧”成为各方
关注的焦点。

最新数据显示，除了经济增速有所回
落，供给侧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需求侧的
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
标增速也不同程度下滑。

“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
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前进中
的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宁吉喆说。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过去一年，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
学决策，在重要节点为经济运行把脉定
向、相机调控。2018 年下半年以来，着
眼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
投资、稳预期，一系列积极有力的政策措
施陆续出台。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运行新变
化，党中央审时度势，主动应变，强调

‘六稳’，政策组合拳及时稳定了信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说。

如果观察结构和效益指标，中国经济
运行“亮点”不少。

从需求结构看，2018 年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 76.2%，消费作为经济增
长主动力作用进一步巩固。投资内部结构
优化，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都加快增长。
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为 52.2%，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
工业内部结构加快向中高端迈进。新产业、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也在不断成长。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稳步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经济发展质量在持续
改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