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21日，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
会，解读刚刚出台的2023年江苏省委
一号文件。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和往
年有哪些不同？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
任务？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了解
到，这是新世纪以来我省指导“三农”
工作的第20个省委一号文件，保持了
政策连续性，围绕加快农业强省，突出
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
提出7个方面40条具体举措，作出细
化部署。

我省今年粮食播种面积的任
务是8124.9万亩

省委农办副主任杨天水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为全国探路，是中央对江
苏的一贯要求。江苏粮食总产量连续
9 年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去年达到
753.8亿斤的历史新高。我省常住人口
多达8500万。今年，国家再次下达了
粮食和油料生产目标，并作为底线目
标，我省今年的任务是粮食播种面积
8124.9 万亩、大豆 335.6 万亩、油料
463.2万亩。要建成5000万亩高标准
农田，实现1000亿斤粮食综合产能，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多作贡献。

“一荤一素”种源有待突破，
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餐桌上经常出现的鸡肉、西蓝花这
一荤一素，被列为“需要技术突破项
目”。杨天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
省农业科技领域仍然面临不少“卡脖
子”难题，西蓝花、白羽肉鸡等核心种源
技术有待突破。因此今年省委一号文
件提出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深化农村改
革具体举措。

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西蓝花种植
大户叶恩君告诉记者，2022年，西蓝花
亩产可达2500~2800斤。针对高温天
气，选用了耐高温的“喜迎门”。把过去
散种的10多个品种，精简优化为更适
宜的 3个主力优质品种，实行统一品
种、标准、管理，推行规模化种植。

鸡肉在老百姓餐桌上占比很大。
江苏现代农业（肉鸡）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所长邹
剑敏称，目前我国白羽肉鸡种源依靠进
口，属于种源“卡脖子”难题。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卡脖子”难
题，突破种源核心技术呢？省科技厅副
厅长赵建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农业
必须插上科技的翅膀。深入实施农业
科技战略力量培育行动，高水平推进生
物育种钟山实验室高质量建设和运

行。我省拥有涉农高校院所70余家、
农业科技人员2.8万多人，这是推动农
业农村发展的显著优势。突出抓好科
研成果转化这一“关键环节”，立足乡村
富民产业发展需求，组织实施乡村产业
振兴科技支撑计划，加快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示范应用。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聚焦
促进农民增收“中心任务”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
加农民收入是关键。今年省委一号文
件提出深化富民强村帮促、多渠道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具体举措。我省农民收
入增幅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2021
年超过 3万元，2022 年差距达 31692
元，绝对差距远高于农民收入绝对值本
身。文件突出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致富奔小康成果、深入实施农民收入十
年倍增计划、支持农民稳岗就业、大力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农村民生
保障水平等内容。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张
宏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1月上旬起
协同各方、聚焦聚力开展2023年度“创
响江苏”春风行动，有力促进了农民工返
岗就业和企业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农
民工春节后返岗率已超九成，高于往年、
好于预期，全省农民工就业总量已恢复
至2400万左右的常态化水平。

常态化把就业服务送进公园、商
超、集市、车站，把就业服务嵌入农民工
的日常生活场景，常态化组织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联合执法检查，推动实现工
资“月结月清”。新建50个省级劳务品
牌和15个就业富民乡村振兴基地。大
力开发健康照护、家政服务、网约配送、
直播销售等市场急需紧缺的政府补贴
类培训项目，提高农民工就业培训上岗
率和在岗培训稳岗率。

做好“土特产”文章，繁荣发
展县域富民产业

做好“土特产”文章，关键是要立足
“土”，充分开发乡土资源，挖掘发展潜
力，优中选优细化培育若干具体的重点
产品产业；体现“特”，立足鱼米之乡底
蕴，大力发展特色种养、特色加工、特色
食品、特色手工业等；形成“产”，打造完
整的产业链条，着力建设更多“小而精、
特而美”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和跨
区域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向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要效益。

改造提升基层供销合作社 100
个。推进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建设三年行动，全年新建200个产地
冷藏保鲜设施。遴选60个农业品牌纳
入“江苏精品”培育计划。持续推进“水
韵苏米”品牌和“味稻小镇”建设。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季宇轩

履职为民
新篇

记者手记>>
上海明珠线列车、南京地铁

1 号线列车、城际动车……我们
日常出行曾经乘坐过的轨道交通
列车，很多就是由孙景南焊接的，
扎根生产一线 30多年，她被业内
称为“女焊神”，更难能可贵的是，
她不仅带头攻克了很多行业难
题，还带出了一批焊接人才。当
选人大代表以来，孙景南一直关
注基层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培养，
把来自基层一线的“好声音”带到
全国两会上，推动人才培养体系
的完善与行业的发展。相信随着
这些基层“好声音”的传递与落
实，我们的产业体系和人才培养
体系会愈发完善，制造领域会涌
现出更多像孙景南这样肯钻研、
能突破的“大国工匠”与高技能领
军人才。

扬子晚报讯（记者 刘丽媛）穿
过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焊花
四溅的生产车间，一角就是孙景南
劳模创新工作室。这几天，全国人
大代表、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
司车体分厂电焊工孙景南一边忙着
本职工作，一边在抽时间做调研，完
善此次参加全国两会准备提出的建
议。说到过去五年履职的感受，她
说，“身上的担子比手中的焊枪要重
得多”。

孙景南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基

层一线的产业工人，2018年当选为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让她感受到
国家对一线产业工人的重视和对行
业的鼓励。五年履职中，她一直非
常关注高技能人才队伍培养和建
设，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加强
高技能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的建
议》。后来，相关建议在《国务院关
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
见》中都有所体现，这也更加激发了
她为民履职的信心。

五年来，孙景南提出了近20件
建议。其中既有关于产业、人才的，
也有关于民生领域和社会热点问题
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国家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孙景南
说，有的建议在两会期间就收到了
国家有关办理部门的电话、短信，相
关部门诚恳的态度、务实的作风、极
高的办事效率让她印象深刻。

此次参加全国两会，孙景南准
备的两条建议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提到的“新就业形态”有关。其中一
条是《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建议》。她认为，
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
新就业形态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职
业缺乏制度保障，职业伤害问题比
较突出，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优化
保障管理方式，进一步健全和落实
相关保障制度。第二条是《关于深
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建

议》。孙景南坦言，作为长期工作在
一线的产业工人，她注意到全国各
地围绕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出台了很多举措，但实事求是地讲，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也遇到了不少新
情况新问题。她建议，要把待遇提
升与发展畅通有机结合起来，把教
育培养与技能评价有机结合，把权
益维护与环境营造有机结合。

全国人大代表孙景南：

“身上的担子比手中的焊枪要重得多”

要闻 2023年2月22日 星期三
编辑：时力强 版面：杨娟 校对：张菁 程超A2

主办单位：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主管单位：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2-0055
邮发代号27-59
总第13493期

承印：

江苏新华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东杨坊131号）

发行主渠道：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公司

【版权声明】：
本报刊载的所有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
图片、绘图表格、版面设
计），未经本报授权和许
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
形式使用。违反上述声
明者，本报将依法追究其
相关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

如需使用本报自有

版权作品，须与本报协商
合作并事先取得书面授
权和许可。

法务及版权合作联
系电话：025 96096

025 58681007
邮箱：
yzfwbq@126.com

*
*

值班编委 李 军
封面编辑 时力强
美编设计 李 学

王晓诗
版面统筹 胡诚诚

官方微博
@扬子晚报

扬子晚报
强国号

省政府
新闻发布会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获批

新华社电 共计8章、65条，包含23
张图集、58个近期重点项目……21日在
上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
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兵表示，近日获
批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
年)》，是《全 国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纲 要
(2021—2035年)》印发后，首部经国务
院批准的跨行政区国土空间规划，为其
他地区编制和实施区域性国土空间规
划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横跨沪苏浙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先手棋
和突破口。示范区总规是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规划、建设、治理的基本依据，
要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并严格
执行，强化底线约束。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国土空间规
划，该规划无论是在技术路径还是协调
的方法机制方面，都没有先例可循，在
处理技术性问题、兼顾各方诉求等方
面，克服了诸多挑战。”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说。

示范区总规在空间战略上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明确“不搞集中
成片、大规模、高强度开发建设”。根据
示范区总规，到2035年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803.6平方公里以内，较现状建设用地
减少15.7平方公里。同时，示范区将促
进绿色低碳发展，到2035年河湖水面
率不低于20.6%，森林覆盖率大于12%，
绿色交通出行比重提升至80%。

2023年江苏省委一号文件发布
提出7方面40条具体措施
老百姓餐桌上鸡肉、西蓝花这“一荤一素”被列为需要技术突破项目

全国人大代表孙景南 陈金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