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國央行：「一帶一路」倡議有助經濟增長

中國首設「中國農民豐收節」
政治局常委會審議通過 時間定為每年農曆秋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獲悉，自2018年起，中國將每

年的農曆秋分設立為「中國農民豐收

節」。這是第一個在國家層面專門為農

民設立的節日。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

介紹，「中國農民豐收節」是習近平總

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審

議通過，由國務院批覆同意的。「設立

一個節日，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門審

議，是不多見的。」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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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央政法
委秘書長、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
辦公室主任陳一新20日主持召開全國掃黑辦
主任會議。他說，要推動專項鬥爭不斷深入，
用掃黑除惡實際戰果回應群眾期待。
陳一新指出，全國掃黑辦在專項鬥爭中擔

負着統籌協調、推動落實的重要職責，要以
更強的政治擔當履職盡責，帶頭從政治上看
待和把握專項鬥爭，勇於擔當、敢於作為；
以更強的民本思維贏得人心，毫不動搖地把
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根本立場，不斷增強人民
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更強的鬥
爭精神除惡務盡，不斷完善鬥爭思路、政策、
舉措，奪取專項鬥爭全面勝利。
陳一新要求，要堅持以問題為導向，抓

痛點為起點、攻難點為亮點，推動專項鬥
爭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
具體推動解決「五大問題」：
不平衡問題。要及時跟蹤掌握各地鬥爭

動態，深入分析研判，加強分類指導，確
保專項鬥爭始終保持良好態勢。
不持續問題。要督促指導各地各有關部門

圍繞一年治標、兩年治根、三年治本的「總
藍圖」，制定階段性的「施工圖」，有計劃、
有步驟、有重點地推進專項鬥爭。
不統一問題。要充分發揮業務指導作

用，促進統一執法辦案標準，提高辦案質
量和效率，確保每一起涉黑涉惡案件經得
起歷史和法律的檢驗。
不銜接問題。要集中梳理、掛牌督辦一

批背後有腐敗嫌疑的重大涉黑涉惡案件，
推動完善政法機關和紀檢監察機關線索移
送、反饋機制，從制度上實現偵辦涉黑涉
惡案件與查處「保護傘」同步進行。
不協同問題。要推動源頭監管部門落實

監管責任、開展重點整治，配合組織部門
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從源頭上、根本上鏟
除黑惡勢力滋生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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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
國際金融論壇（IFF）在北京發佈《「一
帶一路」5周年調查報告》，該報告是首
份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問卷調查的有關
「一帶一路」倡議的報告。
報告表明，63%的中央銀行認為「一

帶一路」倡議是極其重要、千載難逢的
機遇，也是過去10年最重要的全球倡議
之一。中央銀行的受訪者幾乎一致看好
「一帶一路」倡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報告顯示，92%的中央銀行預計，在
未來5年內，「一帶一路」倡議相關項
目能夠支持國內經濟增長，其中大多數
受訪者認為帶動年增長會在1個百分點
以內，25%的受訪者預計，帶動的年增
長將介于2至5個百分點。
報告稱，對增長普遍樂觀的預期表明
「一帶一路」倡議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得
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同。
同時，有35%的受訪者認為「一帶一

路」倡議對本國的重要性要高於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21%的受訪者認為高於世
界銀行，14%的受訪者認為高於地區性
發展機構的項目。

最大障礙是法律框架
報告還提出，「一帶一路」建設仍存在

一些風險和挑戰。調查表明，「一帶一路」
建設項目發展的最大障礙依次是法律框架、
融資、政府部門和信用評級。

報告認為，化解風險和挑戰，需要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互合作，完善
法律法規，提升政府信用，確保政策的
穩定性、可持續性和開放性，也需要推
進「一帶一路」多邊體制和機制建設。
報告由26個具有代表性的「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中央銀行的調查回收問卷
組成，總結了「一帶一路」建設5年來，中
國與雙邊及多邊共同就「一帶一路」建設
項目開展合作所呈現的成果、問題及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財政部昨日公佈，截至6月18
日，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已批覆
下達86,494億元（人民幣，下
同），佔年初預算的91.4%。未下
達的預算資金主要是據實結算項目
以及應對自然災害等突發事件的支
出。
財政部表示，今年以來，中

央財政認真落實積極財政政策，
及時批覆下達中央預算，促進財
政資金盡早發揮效益。
截至6月18日，中央本級支
出預算已批覆下達 30,965 億
元，佔年初預算的95.4%。其
中，國防、教育、農林水、交通
運輸、糧油物資儲備、債務付息

支出等科目預算資金已全部批覆
下達。
截至6月18日，中央對地方轉移

支付預算已下達55,529億元，佔
年初預算的89.3%。一般性轉移支
付預算已下達34,708億元，佔年
初預算的89%；專項轉移支付預算
已下達20,821億元，佔年初預算
的89.7%。其中，教育、科技、就
業、醫療、扶貧等領域轉移支付已
基本下達完畢；中央基本建設支出
預算已下達3,861億元，佔年初預
算的88.8%。
財政部表示，下一步，中央財政
將加快下達剩餘預算資金，並督促
中央部門和地方及時分解細化，進
一步加快預算執行進度。

今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
逾九成已下達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商務部服務貿

易司司長冼國義昨日在上海表示，2017年中國
境內專業展館舉辦的各類展覽會達5,000多場，
展覽總面積超過1億平方米，比2012年增長了
52%，展覽業的展覽規模和展覽面積在全球位列
首位。
在此間舉辦的「2018國際會展業CEO上海峰
會」上，冼國義說，經過幾年的發展，中國展覽
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現在，中國室內可供展覽
的面積在5,000平方米以上、且正在運營的展館
達到200多個，可供展覽的室內面積將近1,000
萬平方米，其中5萬平方米以上的展館有50多個，
20萬平方米以上的展館有7個。
據冼國義介紹，2017年，中國有22個展覽
入圍世界商展百強，僅次於德國名列全球第二
位。「上海國際工業汽車展」、「中國國際工
程機械、建材機械、工程車輛及設備展覽會」
等入圍世界商展前十。2017年，中國展會數
量排名前四的行業分別是「日用消費品及居民

服務」、「房屋建築、裝飾及經營服務」、
「工業科技」、「文化、體育和娛樂」，表明
中國展會的專業化程度得到提升。
冼國義稱，目前，中國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

長三角，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珠三角和以北京
為中心的京津冀三大會展經濟帶，展覽總面積全
國佔比超過六成。重慶、成都、南京、杭州、青
島等城市的展覽業也在加速發展。

去年內地辦展總面積列全球之首

■昨日，第九屆中國國際軍民兩用技術博覽會
在重慶開幕。 中新社

根據韓長賦的介紹，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
農業連年豐收，農民持續增收，糧食生產

能力已經連續5年穩定在1.2萬億斤水平，農業
現代化在加快推進綠色發展、農村改革、結構調
整方面都取得了明顯成效。此次「中國農民豐收
節」是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設立的，有
利於進一步彰顯「三農」（農業、農村、農民）
工作的重要地位，提升億萬農民的榮譽感、幸福
感、獲得感，以及傳承弘揚中華農耕文明和優秀
文化傳統。

秋分時節碩果纍纍
「設立一個節日，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門審
議是不多見的。」韓長賦說，「中國農民豐收
節」的設立，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
局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由國務院批覆同意的。
今年又恰逢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的改革
是從農村發端，舉辦「中國農民豐收節」可以展
示農村改革發展的巨大成就，增強加快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農業強國的決心和信心。
韓長賦稱，之所以選擇將每年農曆秋分設立為
「中國農民豐收節」，主要因為從節氣上看，秋
分時節碩果纍纍，最能體現豐收。秋分作為二十
四節氣之一，晝夜平分，秋高氣爽，既是秋收、
秋耕、秋種的重要時節，也是稻穀飄香、蟹肥菊
黃、踏秋賞景的大好時節。
此外，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收穫的時節有所不
同，但多數地方都在秋季，把秋分定為「中國農
民豐收節」，亦屬兼顧南北。

「三農」問題重中之重
今年2月初，伴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
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發佈，中國連續15年發
佈了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三
農」問題重中之重的地位不言而喻。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
了全面部署，確定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
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
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
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
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習近平話「三農」
2013年4月9日，習近平在海南考察
時指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

2016年5月23日至25日，習近平
在黑龍江考察時指出：糧食安全是
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要創新糧食
生產經營模式，優化生產技術措
施，落實各項扶持政策，保護農民
種糧積極性，着力提高糧食生產效
益

2018年3月8日，習近平在參加山
東代表團審議指出：農業強不強、
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決定着
全面小康社會的成色和社會主義現
代化的質量

2018年6月12日至14日，習近平
在山東考察時指出：農業農村工
作，說一千、道一萬，增加農民收
入是關鍵。要加快構建促進農民持
續較快增收的長效政策機制，讓廣
大農民都盡快富裕起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如
果糧食歉收，是否還辦「中國農民豐
收節」？針對這一問題，農業農村部
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潘顯政回答
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
院出台了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
尤其是通過持續推進藏糧於地、藏糧
於技戰略，目前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穩
定在12,000億斤以上，這是農業的
基本面。
他同時表示，中國自然災害多發，

部分地區、部分時候可能會出現減產
或歉收情況。
「俗話說，東方不亮西方亮。中
國幅員遼闊，局部減產並不代表全
國情況。」潘顯政說，「如果某些
地方歉收，更要激發、振奮農民的
精神奪豐收，在其他方面以豐補
歉。通過舉辦『中國農民豐收
節』，既可以提振信心，又可以為
農民增收搭建平台。」

據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
賦介紹，2017年全國兩
會期間，45名人大代表提

出設立豐收節的建議。農業農村部對國內外
情況進行了調研，並邀請農業、文化、傳媒
等領域專家學者及農民代表研討。大家普遍
認為設立「中國農民豐收節」十分必要，實
施的基礎和條件已經成熟。
將每年秋分設為「中國農民豐收節」，

除了節氣和區域與農事密切相關外，從民
俗上看，中國十幾個少數民族有慶祝豐收
的傳統節日，如畲族的豐收節、藏族的望
果節、彝族的火把節，大多都在下半年。
在國家層面設立一個各民族共同參與、共
慶豐收的節日，有利於促進中華民族大家
庭的和睦團結和發展。

把過節辦成農業嘉年華
「中國農民豐收節」怎麼過？韓長賦

說，鼓勵各地從實際出發，結合當地的民
俗文化、農時農事，組織開展好農民群眾
喜聞樂見的活動，做到天南地北、精彩紛

呈，突出地方特色，不搞千篇一律。
韓長賦說，鄉村風情不在奢華，辦好「中

國農民豐收節」，既要有節日的儀式感，又
要避免鋪張浪費，要形成上下聯動、多地呼
應、節儉樸素、歡慶熱烈的全國性節日氛圍。
同時，農民廣泛參與是關鍵，所以支持鼓勵
農民開展與生產生活生態相關的豐富多彩的
活動，讓農民成為節日的主角。

韓長賦還強調，「中國農民豐收節」既
是農民的節日，也向其他社會群體開放，
將通過開展億萬農民慶豐收、成果展示晒
豐收、社會各界話豐收、全民參與享豐
收、電商促銷助豐收等活動，讓全社會都
感受到豐收的快樂，辦成農業的嘉年華、
農民的歡樂節、豐收的成果展、文化的大
舞台。 ■新華社

■中共十八大以
來，糧食生產能力
已經連續5年穩定
在 1.2 萬億斤水
平。圖為 6月 12
日江蘇連雲港農民
將收穫的小麥裝
車。 新華社

■中國將每年的農曆秋分設立為「中國農民豐收節」，有利於提升億萬農民的榮譽感、幸福感、獲得感。圖為6月14日習近平
在山東考察時與當地村民拉家常。 新華社

45名人大代表建議設立「豐收節」 若糧食歉收
辦節可提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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