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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强3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国务院2024年重点工作分工方
案》、《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
案（2024－2030年）》和《以标准升级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听取关于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有关举措的汇报，审
议通过《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刚刚闭幕的十四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各部
门、各单位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切实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进一步提振干事
创业精气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
细化实施举措，将各项重点工作和各部门
的责任落到具体实施办法和政策举措上。
要加强协调配合，牵头部门要主动沟通协
调，参与部门要密切配合支持，确保同向发
力、形成合力。要做好督促检查，加强日常
调度、完善督查方式、提升督查效率，推动
形成层层抓落实的浓厚氛围。

会议指出，保障粮食安全是头等大
事。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实施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扎实推进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分品种增产任
务和分区域增产布局，谋划实施高标准农
田建设、种业振兴等支撑性重大工程，牢
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会议指出，推进标准升级对于更好满
足群众需要、助力产业转型、推动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推进标准制
修订工作，充分征求企业、消费者等相关
方面意见，坚持急用先行，成熟一项及时
出台一项。要强化监督检查，完善配套政
策，确保各项标准落实落地。

会议强调，要以提升办学条件、教育质
量和人民群众满意度为工作重点，不断缩小
区域、城乡、校际、群体教育差距，办好更加
公平更高质量的义务教育。要适应人口变
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前瞻研判义务教育需
求变化，增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加大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向薄弱环节倾斜
力度，着力补齐义务教育发展的短板。

会议指出，做好军人抚恤优待工作事
关强国强军事业。会议审议通过《军人抚
恤优待条例（修订草案）》，强调要严格按规
定要求和标准落实好各项抚恤优待政策。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施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杨湛
菲 徐壮）办好义务教育事关每个家庭切
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12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提升办学条
件、教育质量和人民群众满意度为工作重
点，不断缩小区域、城乡、校际、群体教育
差距，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义务教
育。要适应人口变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
前瞻研判义务教育需求变化，增强资源配
置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加大财政性义务教
育经费向薄弱环节倾斜力度，着力补齐义
务教育发展的短板。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得到快
速发展，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2011年实
现全面普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2021年底，全
国所有县区均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我国义务教育实现
了基本均衡。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进程中，我
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经费保障和办学条件显著改
善，教师队伍素质明显提高，教育质量整
体提升。

实现基本均衡后，我国义务教育的发
展目标是向优质均衡迈进。2023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条件、师资队伍、经费投入、治理体系适
应教育强国需要，市（地、州、盟）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绝大多数县
（市、区、旗）域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衡，适
龄学生享有公平优质的基本公共教育服
务，总体水平步入世界前列。

为实现这一目标，下一步将有什么

举措？
这位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坚持义务

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动摇，坚持教育公
益性原则，坚持发展规划、资源配置、经费
投入优先保障，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
义务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要深化课程
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整合利用好校内外
科学教育资源，培养学生崇尚科学、热爱
科学的精神和探究思考、动手实践的能
力；持续推动“双减”落实，综合施策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升学考试压力。

针对未来十几年义务教育在校生“先
达峰后减少”的变化趋势，教育部提出要

加强学龄人口变化前瞻性研究，合理规划
学校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教育部还提出，补齐学校办学条件短
板，推进现有优质学校挖潜扩容，加快新优
质学校成长，利用数字化赋能，推动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帮助乡村学校提升办学质量。

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要扩大高水平中
小学教师培养规模，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督
促各地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待遇保障长效机
制和工资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的联
动机制，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
“我们将聚焦保基本、补短板、提质量，

教育投入进一步向教育教学和教师队伍倾
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全面保障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这位负责人说。

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
——我国多举措部署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赵文君）记者12日从市
场监管总局获悉，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在我国已实施20年，截
至2023年底，我国已累计实施汽车召回2842次、涉及车辆达
1.03亿辆。

实施缺陷车辆召回，目的是促进企业不断改进产品设计、
消除缺陷、提升质量，进一步保障消费者出行安全。2023年，
我国共实施汽车召回214次、涉及车辆672.8万辆，分别比上
年增长4.9%和49.9%。针对特斯拉汽车意外加速问题，召回
车辆110.5万辆。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与生态环境部共同
推进机动车排放召回，全年督促生产者实施排放召回10次，
涉及车辆181.1万辆。

我国20年累计召回汽车超亿辆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近日从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适应商业航天市场需求，我国
正抓紧研制4米级、5米级可重复使用火箭，计划分别于2025
年和2026年首飞。
“可重复使用火箭是未来太空探索的重要发展方向之

一，它具有低成本、高效率、技术难度大和更加环保等特
点。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克服许多技术难题，还需要探
索攻关新的材料、结构和控制方法等。研制4米级、5米级
可重复使用火箭意味着我们在商业航天发射市场更进了
一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究发展部部
长王巍说。

中国商业航天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久前发布的《中
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3年）》显示，2023年我国共完成
26次商业发射，发射成功率达96%；共研制发射120颗商业卫
星，占全年研制发射卫星数量的54%。与此同时，发射、测控
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场一号发射工位
正式竣工，二号工位正加快推进建设，两个工位将各具备每年
执行16次发射任务的能力。今年，商业航天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为行业发展注入更多信心。

我国抓紧研制可重复使用火箭
4米级、5米级计划分别于明、后年首飞

记者3月12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发布《2024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国
家分数线）。

各招生单位根据《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
规定》，在国家分数线的基础上，自主确定并公布报考本单位
的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及其他学术要求。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网上调剂意向采集系统”
将于3月28日开通，已完成一志愿录取的招生单位可发布调
剂信息，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查询、填报意向信息。“调剂服务
系统”将于4月8日开通。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胡
璐）在我国第46个植树节到来之际，全国
绿化委员会办公室12日发布《2023年中国
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全年完成
造林399.8万公顷、种草改良437.9万公顷，
国土绿化面积超800万公顷。此外，还治
理沙化石漠化土地190.5万公顷。

公报显示，2023年，全民义务植树深
入推进，线上线下活动蓬勃开展。各级领
导干部带头履“植”，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
职工累计8.3万人次参与植树活动。

一年来，国土绿化行动扎实开展，三
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启动。新增水土流失
治理面积6.3万平方公里，建设生态清洁小

流域505条。有效保护1.72亿公顷天然林资
源，完成森林抚育任务105.9万公顷。截至
2023年底，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区开工
项目22个，完成造林种草122.3万公顷，攻坚
战实现良好开局。

城乡绿化美化协调推进，生态美百姓富
协同发展。全国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地
3.4万公顷，开工建设“口袋公园”4128个，建
设绿道5325公里。鼓励农村“四旁”植树和
场院绿化，村庄绿化覆盖率达32.01%。开展
湿地保护法执法检查。新增18处国际重要
湿地和29处国家重要湿地。

全国生态旅游游客量达25.31亿人次。实
现以经济林为主的森林食物产量2.26亿吨。

2023年全国国土绿化面积超800万公顷

2024年研考国家线发布

（上接第1版）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阵

地，传统产业应用新技术进行改造提升，也可以成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生力军。因此，结合自身实际，实事求是地分析

“发展什么”“怎么发展”至为重要。譬如我市12条重点产业

链，既有传统产业链的升级，也有新兴产业链的打造，传统产

业“发新芽”、新兴产业“生强枝”，才能在向“新”而行中激发

更强劲的发展活力。

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突破是“革命性”的、生产要素配置

是“创新性”的、产业转型升级是“深度”的。把北京科技创

新优势与天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充分结合起来，不断加强

科技创新协同和产业体系融合；大力发展科技服务、金融

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保障；探索“学

科+人才+产业”的创新发展模式，保证“人尽其才”……持

续发力、攥指成拳，城市蕴藏的强大发展能量将得到充分

释放。

用好“因地制宜”这个方法论

（上接第1版）要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
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农产品品牌，
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提升乡村产业发展
水平，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更好促进农民
增收。要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突
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进各类要素更
多向乡村流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
板，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
可及的实事。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繁荣
发展乡村文化，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培育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民宿经
济、农耕文化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城乡生

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要强化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建设平安乡村。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

面领导，压实抓乡村振兴的工作责任，抓好实
施意见的推动落实，确保见行见效。各级党
政领导干部要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深入调
查研究，推动解决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健全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干
部队伍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把党中央“三农”
工作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春日里，不少地方春光明媚、风景迷人，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

然。图为3月12日拍摄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龙泉

镇马寨村茶园春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