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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者叶昊鸣 魏弘毅）记者
16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春运工作专班了解到，根据
初步汇总测算，2023年春运
40天，全社会人员流动量约
47.33亿人次。其中，营业性
客运量约 15.95 亿人次，比
2022年同期增长50.5％，恢
复至2019年同期的53.5％。

具体来看，铁路、公路、水

路、民航分别发送旅客3.48亿、
11.69亿、2245.2万和5521.4
万人次，分别比2022年同期增
长 37.5％、55.8％、37.1％和
38.7％，分别恢复至2019年同
期的85.5％、47.5％、55.1％和
75.8％。全国高速公路小客车
流量累计11.84亿辆次，载客量
约为31.38亿人次，比2022年
同期增长18.6％，比2019年同
期增长17.2％。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记者
侯雪静）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2022年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深化之年。日前公布
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压紧压实各级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责任，确保不
松劲、不跑偏。强化防止返贫动态
监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
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中央一
号文件起草组有关成员表示，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防止规模性返贫
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
进行具体部署。必须持续压紧压实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责任，坚决
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加快
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发展步伐，不
断缩小收入差距、发展差距，让脱贫
群众生活越过越红火。

如何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
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有关成员认为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强
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
扶。健全防止返贫监测机制，通过
个人申报、干部走访、部门筛查预

警等渠道开展常态化监测，做到不
漏一户一人，发挥好预警响应作
用，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
扶。二是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
众内生发展动力。把增加脱贫群
众收入作为根本措施，把促进脱贫
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用发展
的办法让脱贫成果更加稳固、更可
持续。三是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
举措。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稳定。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强村
庄规划建设。扎实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持续加强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能力。

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有关成
员表示，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扎
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
出重点部署。必须紧紧围绕逐步
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这
个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
建设和乡村治理，推动乡村由表及
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让农民
就地能够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在
具体实施上，应该着重加大以下三
个方面：

—— 稳 扎 稳 打 推 进 乡 村 建

设。要加强村庄规划建设，合理确
定村庄布局和建设边界，立足乡土
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提升村
庄风貌，严禁违背农民意愿撤并村
庄、搞大社区，防止大拆大建、盲目
建牌楼亭廊“堆盆景”。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乡村不仅要宜居，还要宜业。
只有乡村产业兴旺起来，才能带动
资金、技术、人才等更多流向农村，
农村才有活力、有人气、有奔头。
要按照“土特产”三个字要求，依托
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开发农业多种
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因地制
宜选准产业发展突破口，发挥三次
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着力强龙
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提升
产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带
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加强乡村治理和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我国自古以来崇尚
和的理念，讲求惠风和畅、人心和
善、和衷共济。与美丽乡村相比，
和美乡村是对乡村建设内涵和目
标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强调乡村
塑形与铸魂并重、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协调，以和的理念滋润人心、
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确保农村人
心向善、稳定安宁。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者 周圆）民航局运输司副
司长商可佳16日介绍，今年
春运（1月7日至2月15日）
我国民航旅客运量大幅增
长，累计运输旅客5500多万
人次，比去年春运增长39％，
恢复至2019年春运的76％；
保障航班53.6万班，同比增
长15％；平均客座率74％，
同比提高10个百分点。

商可佳在当日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单日旅
客运输量看，1月27日（正月
初六）运输旅客达到179万
人次，创下自2021年 5月 6
日以来的新高。在热门航线
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三亚、成都等城市间航线
需求旺盛，北京至三亚、广州
至上海、深圳至成都等15个
客运量排名靠前的航段客座
率超过85％。

据悉，“乙类乙管”措施
实施以来，民航适逢春运生
产旺季，市场迅速恢复。在
国际航线航班方面，上周（2
月6日至12日）我国已经恢
复与58个国家间的客运定期
航班，98家中外航空公司共
执行795班航班，比“乙类乙
管”措施实施前一周（1月 2
日至8日）增长65％，通航国
家和执飞航空公司数量分别
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64％
和80％。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记者 刘羽佳）证监会新闻发
言人15日就近日市场对境
外持牌机构非法跨境展业规
范整改情况答记者问。

该发言人表示，2022年
12月30日，证监会依法推进
对富途控股、老虎证券非法跨
境展业的整治工作。2023年
1月13日，证监会正式发布
《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明
确将加强对非法跨境经纪业
务的日常监管，稳步有序推进
整改规范工作。按照同一类
业务实施统一监管的原则，近

日证监会部署开展了境内证
券公司境外子公司非法跨境
展业的规范整改工作。

对上述非法跨境展业的
规范整改工作，均按照“有效
遏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的
原则开展。核心要求是，禁
止未在境内持牌的境外机构
违规招揽境内投资者，并不
得为其开立新账户；同时仍
允许存量境内投资者继续通
过原境外机构开展交易，但
存量投资者向境外账户转入
增量资金时应当严格遵守我
国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解决
好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中国
领导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近日
发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
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抓紧抓好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一号文件强调，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的物质基础，健全农民种粮挣钱
得利、地方抓粮担责尽义的机制保
障。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中
国将保持住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作为
农业政策的重中之重。

2006年，中国在“十一五”规划
纲要中首次提出“18 亿亩耕地红
线”，此后便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严
格执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
提出，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
足见中国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底
线的重大决心。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中国14
多亿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
9.8 万吨油、192万吨菜和 23万吨
肉。满足如此庞大的消费需求，每
年的粮棉油糖菜播种面积稳定在约
23至24亿亩，如果按1.3的复种指
数倒推计算，耕地必须保持在18亿
亩。这是不能再低的底线。

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
夹信子镇，挖掘机正在进行沟道
削坡作业，数十名工人在沟底忙
着搭建谷坊。作为农业大县，宝
清县正抢抓水利施工黄金期，计
划对县里几十条侵蚀沟开展治理
修复工作。

“我们采取工程措施与植物措
施相结合，蓄水拦沙，增加植被，保
护珍贵的黑土资源。”宝清县水务局
副局长高峰说。

高峰口中的“黑土资源”被誉为
中国耕地中的“大熊猫”，主要分布
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
古自治区等省区。黑土区粮食产量
约占中国的1／4，对于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被誉为“北大仓”的黑龙江省近
年来持续加强黑土耕地保护，计划
到2025年底前完成2.53万条侵蚀

沟治理任务。去年，黑龙江粮食作
物种植面积占全国的12.4％，粮食
生产实现“十九连丰”，总产量连续
13年位居全国第一。

“守住了地，才能多种粮、多产
粮。”宝清县夹信子镇西沟村党支部
书记李长江说，侵蚀沟治理是惠民
的良心工程，村内5条侵蚀沟经过近
两年治理，水土流失得到了很大程
度改善，回填后土地面积也有所增
加。

守住耕地红线的同时，中国也
在抓紧制定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
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大
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更好保障粮
食安全。

春天播下的种子是秋天丰收的
希望，良种关系到农民一年的收成，
是稳产增产的基础。如今，中国农
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6％，自主
选育品种面积占95％，品种对单产
的贡献率超过45％。

“去年年景好，是个丰收年，玉
米亩产2000斤、大豆亩产500斤，
是我种地这么多年来最高产的一
年。”宝清县种畜场一分场农民李雪
武兴奋地说，他们采购了“垦农34”
种子，种出的大豆产量高，品质也
好。

“好种子关系着中国人的饭碗
安全，也是农民致富增收的希望。”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安掌村党支部书
记张成珠告诉记者，在当地比较干
旱的环境下，他们使用的小麦种子
能实现连续多年稳产，农户和合作
社都很放心。

只有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
中国饭碗。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
甘肃省重点种子研发、繁育、加工、
储藏、销售企业，近年来在玉米种质
研发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

“我们培育的玉米种子在土地
瘠薄地区适应良好，广适、高产，一
上市就受到市场青睐。”甘肃敦煌种
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世风说。

据介绍，“敦玉735”种子可抗灰
斑病、中抗大斑病、纹枯病、南方锈

病，生产试验平均亩产634.1公斤，
比对照的相关品种增产21.90％。

粮食生产周期长、自然风险大、
市场风险高、比较效益低，确保粮食
安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防止出现“谷贱伤农”和“卖粮
难”。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健全种粮
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等重点任务进行了部署。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健全农
民种粮挣钱得利、地方抓粮担责尽
义的机制保障。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种粮大户柳
学友承包了近1万亩土地，主要种植
小麦、高粱等作物。2022年，他提
前跟种子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
2000亩小麦收割后直接销售给种
子公司，收购价高于市场价；还有
7000亩高粱也不愁卖，分别与息县
粮食贸易公司和贵州的企业早早签
订了合同，约定好了面积和价格。

“收购合同让种粮收益有了保
障，种起粮食来更有干劲儿了！”柳
学友说。

在被誉为“中原粮仓”的河南，
订单农业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
睐。签了收购合同，农民吃上了“定
心丸”，也能踏踏实实种粮了。

在河南省光山县仙居乡承包了
1000亩地的种粮户黄清旭，去年因
遭遇旱灾，300亩水稻几乎绝收，面
临巨大损失。令人安慰的是，他通
过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获得
了15万元赔付。

随着中国农村金融快速发展，
农业保险在稳定农户种粮收益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2022年，中国农业
保险保费规模达1192亿元，居全球
第一；共为1.67亿户次农户提供风
险保障5.46万亿元。

“一方面确保粮食价格稳定，另
一方面完善粮农的社会化服务，农
民种粮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中国
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郑风
田认为，去年中国小麦、玉米的收购
价走强，推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高
涨。（记者杨晓静 孙晓宇 王铭禹 张
文静 刘金辉 周文其）

粮稳天下安：

中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023年春运全社会人员流动量
约47.33亿人次

今年春运全国民航运输旅客
5500多万人次 同比增长39％

证监会部署开展境内证券公司境外
子公司非法跨境展业的规范整改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者 李恒）肺炎支原体肺炎
是儿童常见的社区获得性肺
炎，多发于秋冬季，其他季节
均有散发病例。为进一步提
高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
规范化水平，保障医疗质量
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
印发《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诊疗指南（2023年版）》。

指南介绍，肺炎支原体
肺炎指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
的肺部炎症，可以累及支气
管、细支气管、肺泡和肺间
质。多见于5岁及以上儿童，
但5岁以下儿童也可发病。
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
现，可伴有头痛、流涕、咽痛、
耳痛等。发热以中高热为
主，持续高热者预示病情
重。咳嗽较为剧烈，可类似
百日咳样咳嗽。部分患儿有
喘息表现，以婴幼儿多见。
肺部早期体征可不明显，随
病情进展可出现呼吸音降低

和干、湿性啰音。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的

症状容易与感冒等疾病混
淆，如何区分辨别？根据指
南，可以结合临床和影像学
表现以及病原学、血清学检
查来进行判断。肺炎支原体
肺炎早期胸片或胸部CT主
要表现为支气管血管周围纹
理增粗、增多、支气管壁增
厚，可有磨玻璃影、“树芽
征”、小叶间隔增厚、网格影
等，再结合肺炎支原体抗体
或核酸检测即可作出诊断。

指南指出，肺炎支原体
肺炎最佳治疗窗口期为发热
后5至10天。轻症患儿除抗
肺炎支原体治疗外，不应常
规使用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治
疗；重症患儿应采取不同侧
重的综合治疗（抗感染、糖皮
质激素、支气管镜、抗凝等联
合），既要关注混合感染，也
要准确识别和治疗过强炎症
反应及细胞因子风暴。

国家卫健委印发2023年版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