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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在京召开

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取得实效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动员会24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强调，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
好宣讲工作的重要指示，认真学习
领会全会精神，全面把握宣讲工作
要求，高质量完成宣讲任务，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蔡奇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
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全会《决定》是新时代新征程
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

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以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
化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充分释
放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
强烈信号。宣讲全会精神，首先要
讲清楚全会的重大时代意义和深
远历史影响，讲清楚我们党将改
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要
深入宣讲党的二十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入宣
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深入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宣讲全会《决定》提出
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
措，深入宣讲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的基本要求，增强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最大限
度凝聚改革共识、激发改革活力，
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取
得实效。

蔡奇强调，要充分认识宣讲
工作的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政治担当，把握基调导向，把全
会精神完整准确传达下去。要着力
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实效性，紧密联
系宣讲地区和领域的实际，善于运
用通俗语言、翔实数据、鲜活事例，
深入浅出把党中央精神讲透彻，把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故事、党领导人
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讲生
动，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真正听
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李书磊主持会议。国务委
员谌贻琴出席会议。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
宣传文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
加会议。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及学习
辅导材料首发式7月24日在北京
图书大厦举行。

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安
排，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
社、学习出版社出版了5种文件
读物。其中，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单行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公报》单行本、《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文件汇编》和《〈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党
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出版
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学习辅导百问》。

三家出版社负责人介绍，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辅导读本》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
编写，从多层面、多角度、分领域对
全会精神进行全面系统解读，为
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提供了权威读
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学习辅导百问》着重围绕决定中
的重要改革措施，以112个问答的
形式进行全面深入解读，是学习
领会全会精神的权威辅导材料。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举行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
俊在会上介绍了“三农”领域高质
量发展有关情况。他透露，今年夏
粮又获得了丰收，夏粮增产72 . 5
亿斤，达到2995 . 6亿斤，再创历
史新高。

韩俊介绍，我国粮食产量连
续9年稳定在1 . 3万亿斤以上，去
年达到13908亿斤，人均粮食占有
量493公斤。今年夏粮又获得了丰
收，夏粮增产 7 2 . 5亿斤，达到
2995 . 6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韩俊表示，这几年下功夫抓
大豆生产，大豆自给率两年提高
了近4个百分点。棉油糖、肉蛋奶、
水产品、果菜茶等供给十分充裕，
越来越多绿色优质农产品摆上了
老百姓的饭桌。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多地遭
遇干旱洪涝灾害。韩俊表示，夏粮
实现了开门红，是一个好消息。但
大头是在秋粮，秋粮占我国粮食
总产量的3/4。入夏以来南涝北
旱，局部地区旱涝急转。根据农业
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农作
物受灾面积高于去年，但成灾面
积同比减少600多万亩，秋粮面积
比上年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
正常。

目前正处于“七下八上”(7月
下旬至8月上旬)防汛关键期，这
一时期也是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
关键期。

韩俊表示，农业农村部将立
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盯
紧主产区和重灾区。对受灾地区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比如，对积水
农田加快排涝降渍，对受旱地块
广辟水源、及时浇灌，对绝收地块
因地制宜改种补种，加快灾后农
业生产恢复。针对受灾地区，农业
农村部组织农业科技人员下沉一
线，进村入户蹲点包片，精准精细
指导服务，奋力夺取秋粮和全年
农业丰收。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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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近期生猪价格上涨引发
广泛关注。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第3周

（数据采集日为18日），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8 . 9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2 . 1%，同比
上涨33 . 0%。全国猪肉平均价格29 . 27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 . 3%，同比上涨
25.9%。

养殖主体有意识
控制生产节奏

“持续低迷了两年之后，生猪价格这
轮上涨属于市场自发调节下的恢复性上
涨。”湖南省生猪产业协会秘书长彭英林
表示，此前受持续亏损影响，养殖主体有
意识地控制了生产节奏。

在湘南永州等地，一些大型养殖企业
即便有足够圈舍，也不会让养殖场满负荷
运行。

福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是温氏集团
在贵州省福泉市的一家全资子公司，由于
之前生猪行情不好，公司的两个猪场，一
个自建成后就未使用；一个最近两年一直
在减少养殖量。

根据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上半年全国生猪出栏量为36395万
头，同比下降了3.1%。二季度末，全国能繁
母猪存栏量为4038万头，同比下降了
6.0%。

延迟出栏也是本轮猪价上涨的原因
之一。

彭英林介绍，过去，一头猪长到100公
斤左右便可出栏，但现在养到130公斤，甚
至150公斤也较普遍。“这种方式主要由一
些中等规模的养殖主体采用，因为大猪的
疫病风险小，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决定何时
出栏。”彭英林说。

湖南多个养殖主体反映，2021年时，一
头110公斤左右的猪出栏平均要亏400多
元，去年要亏200多元，当前则可以赚400
元。

“目前的猪粮比在7 .5:1到8:1之间，离
猪价过高的警戒线9:1还有一定距离，因此
现在的猪价处于有利可图的合理区间。”

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表示。

养殖门槛抬高
散户加速退出

业内人士认为，经过几年发展，2023年
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达到68%，已取
代过去中小散户养殖成为主流，这决定了
生猪价格不会像过去那样剧烈波动。本轮
猪价就是规模化养殖形成后，市场在养殖
主体和消费者之间寻求平衡的一个过程。

以养殖大省湖南为例，2023年，规模养
殖较2022年增加了10%，占全省所有养殖
主体的比重超过70%。2023年，在保障本省
居民供给的前提下，湖南还向其他省份外
调猪肉21万吨、出口猪肉8125吨，分别较
2022年增加12%和47%。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环保和防疫升
级，生猪养殖门槛抬高，过去农村地区的
散户加速退出。

福泉市年出栏50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
量从2018年的5万户，下降到了2023年的
1 . 7万户；生猪出栏量也相应从2018年的
14.84万头下降到2023年的6.58万头。福泉
市农业农村局高级畜牧师石让安介绍，全
市规模化率已从2018年的57 . 25%上升到
2023年的82.9%。

随着生猪价格上涨，福泉温氏畜牧有
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已打算近期恢复
两个猪场的产能。

业内人士分析，尽管近期牛羊肉的价
格降幅明显，但由于消费场景主要在餐饮
行业而非家庭，加之价格依然高于猪肉，
因此替代作用有限。“预计今年下半年生
猪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但大幅上涨的可能
性不大。”冯永辉说。

“在规模化养殖成为主流后，应加强
屠宰产能优化布局。”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畜牧兽医处处长武深树介绍，提升生猪主
产区屠宰加工能力和产能利用率，促进生
猪就地就近屠宰，推动养殖屠宰匹配、产
销衔接，这样将压缩不合理利润空间，减
少价格剧烈波动，保障老百姓的“肉盘子”
端得更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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