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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国
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18日对外发
布通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食品浪费法》对食品浪费情况进行
监测、调查、分析和评估有关要
求，以及省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有关要
求，将组织开展食品浪费抽样调
查。

在调查对象和范围方面，通知
明确，2023年开展首次调查，以餐

饮经营者和居民为调查对象，在30
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率先
开展。到2025年，调查对象逐步扩
大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和
食品经营单位，调查范围逐步拓展
至100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
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进一步延伸
至县城建成区。

通 知 明 确 ， 各 省 （自 治 区 、
直辖市） 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主
管部门选定至少一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在建成区范围内开展首次
调查。要开展餐饮经营者抽样调
查、居民问卷调查、行业情况调
查，做好数据汇总分析，形成食
品浪费抽样调查报告。各省 （自
治区、直辖市） 组织选定城市根
据食品浪费抽样调查情况，剖析
反食品浪费工作存在的问题，研
究提出针对性政策举措，加强工
作落实和监督管理，持续深入推
进反食品浪费工作。

新华社北京12月 18日电（记
者 刘诗平）全国多地近期出现强
雨雪天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 18 日
强调，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
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做好
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确保群众饮水
安全。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雨雪天
气，中东部地区还将经历强寒潮，低
温雨雪冰冻灾害风险高。同时，
2024年元旦、春节将至，返乡人口集
聚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农村供水紧
张。对此，水利部近日发布《关于防
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做好农村

供水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早谋划、早布置、早行
动，深入排查风险隐患，采取有力措
施，千方百计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通知要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
研判，有针对性地采取防寒防冻措
施；同步做好应急水源准备、冻损
管网和水表检修等工作。高寒和
高海拔地区，要按照严寒天气防冻
保暖要求，加强农村供水工程防冻
保护和冻损处理，强化巡查维护，
确保农牧民群众冬季正常用水。

元旦、春节将至，通知要求做好

节日供水保障。提前预判元旦、春
节用水量增加情况和用水量阈值，
科学制订用水计划和保供方案，及
早统筹抓好水源调度和输配水能力
提升，有力应对可能出现的供水紧
张问题。全面检修排查，消除隐患
盲区，强化水质保障，确保农村供水
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通知强调，以县、乡镇和规模化
供水工程为单元，针对可能突发的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水污染事件等
风险，完善农村供水工程应急预案，
组建应急供水队伍，备足应急物资
储备，做好各项应急供水保障。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郁琼源

年终岁末，回望2023年，在党
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各地区
各部门持续加大粮食生产支持力
度 ， 有 力 克 服 黄 淮 罕 见 “ 烂 场
雨”、华北东北局地严重洪涝等不
利因素影响，全年粮食生产再迎丰
收，比上年增加177.6亿斤。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
能稳步提升。至2023年，已连续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各地贯彻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调整优化
种植结构，积极推进间套复种。农
业农村部开展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行动，推广耐密品种，
集成配套栽培技术。农技人员深入
一线指导落实防灾减灾关键措施。

尽管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发生洪
涝灾害，但全国大部农区光温水匹
配较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粮食
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08.2亿斤，比上年增加177.6亿
斤。

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2023
年连续9 年稳定在1.3 万亿斤以上。
从满足量到提升质，绿色兴农、质
量兴农，完善产业链条，树立大食
物观……党的十八大以来，粮食安
全向更高层次跃升，高质量供给体
系加快建设。

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

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1／5 的人口，
坚持产量产能一起抓、数量质量一
起抓、生产生态一起抓……事实证
明，中国人不仅能够依靠自己解决
吃饭问题，而且有能力把14亿多人
的饭碗端得更牢更好。

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
稳强国复兴主动权。

近年来，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世界粮食市场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我国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抓紧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加快提升粮食产能。截至2022年年
底，我国已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
农田，稳定保障了 1 万亿斤以上的
粮食产能。

粮食稳产增产，关键在科技。
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
2012 年 的 57％ 提 高 到 2022 年 的
73％，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
年 的 54.5％ 提 高 到 2022 年 的
62.4％，为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注入
新动能。

种业振兴行动扎实推进。加快
挖掘优异种质资源，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做强国家种业阵型企
业，提升种业基地能力，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目前，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
积占比超过95％。

粮食产量已连续多年保持在1.3
万亿斤高平台，越往前走难度越
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一系列举措加快部署，努力在

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坚
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
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持续发力、协同攻关，把当家品种牢
牢攥在自己手里；聚焦提高单产，拿
出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集成
组装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明确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树立大
农业观、大食物观，把农业建成现
代化大产业。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
要抓物质基础，也要抓机制保障。

多年来，我国强化种粮农民收
益保障机制，逐步扩大稻谷、小
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
保险实施范围，完善农资保供稳价
应对机制，加快健全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

今年，中央继续提高小麦、稻谷
最低收购价，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
补贴，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
模。各地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积极
推进间套复种、整改复耕，挖掘面积
潜力。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85 亿
亩，比上年增加 954.6 万亩，增长
0.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
表示，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水利部：防范应对冰冻灾害做好农村供水保障

▲12月17日，载有中国援助的人道主义物资的货
车抵达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加沙地带一侧。中国已向巴
勒斯坦和联合国机构提供现汇援助，向加沙地带提供
食品、药品等援助。 新华社发（亚西尔·库迪 摄）

▲12月17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位于首都
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前进党总部宣布，以这一执
政党为核心的党派联盟在当天举行的国民议会选
举中获胜，赢得独立组阁所需的超半数议会席位。

新华社发（普雷德拉格·米洛萨夫列维奇 摄）

两部门组织开展食品浪费抽样调查

中国援助人道物资进入加沙

塞尔维亚总统宣布执政党
党派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