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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充分挖掘丘陵山区粮食增产潜力，

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对此，既要重点关注丘陵山区农机化水平低这个

短板，也要让丘陵山区农民找到持续致富的门路。同时，要在保护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发展粮食生产，把丘陵山区建设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王 鹏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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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丘陵山区粮食增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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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白鹭忽飞

来，点破秧针绿。我国丘陵山区耕地面积

占 全 国 耕 地 面 积 的 三 分 之 一 ，生 长 着 粮

食 、蔬 果 茶 以 及 油 茶 等 成 百 上 千 种 农 作

物，但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不足 50%，

远低于全国农机化 72%的水平。提高丘陵

山区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充分挖掘丘陵

山区粮食增产潜力，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

重大。

挖掘丘陵山区增产潜力，要从国家粮

食安全大局着眼。今年受世纪疫情、俄乌

冲突等各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粮食供需

严重失衡，全球粮价持续高位运行。受国

际因素的影响，国内粮食价格有所上涨，但

幅度明显低于国际水平。这得益于今年以

来我国继续采取加大粮食生产支持力度、

推动粮食进口来源多元化、持续投放政策

性粮食、严厉打击资本恶意炒作粮价等一

系列粮食保供稳价措施，确保全国粮价能

够保持整体平稳。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

局，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了基础，为稳物价

保民生、稳定经济大盘提供基本支撑。但

是，我国人多地少，粮食增产难度大，保障

粮食安全仍然面临较大压力。

丘陵山区机械化水平低，也是粮食增

产的潜力所在。我国丘陵山区耕地条件较

差，坡高路陡，上山下田难，地块细碎，巴掌

田、鸡窝田、斗笠田到处可见，机械化作业

面临无路可走、无机可用和无好机用的问

题。现在，一些丘陵山区仍然保留着牛耕

人犁、人背马驮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粮食

产量低、生产成本高，效益低下，农民种田

积极性不高。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

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丘陵山区农业从

业人口年龄普遍在 50 岁以上，农业生产后

继无人，耕地撂荒存在风险。

农业机械化关系“国之大者”，应该重

点关注丘陵山区农机化水平低这个短板，

重点投入。短期要加强适宜丘陵山区作业

的小型轻便的多功能农机具的研发制造和

应用，逐步解决无机可用、无好机用的问

题；长期要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

推进农田宜机化改造，把小而散、田形复

杂、坡度较大的“望天田”，改造成旱能浇、

涝能排、田成方、道路畅的良田，解决农机

无路可走、下田作业难的问题。对农田宜

机化改造，要以建设百年工程、千年工程的

心态来做，急不得。

丘陵山区要发展粮食生产，还要帮助

农民找到持续致富的门路。一些地方利用

古老的梯田积极探索发展乡村产业，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梯田变成“致富

田”，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如浙江遂

昌利用古老的梯田发展休闲旅游农业，吸

引城里人来体验插秧、收割水稻的乐趣，把

美丽的风景、传统的农耕方式转变为经济

优势。云南红河县利用已有 1300 多年历史

的哈尼梯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实现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

丘陵山区要粮食，也要生态环境，要在

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粮食生产。那

些留存至今的云南哈尼梯田、广西龙脊梯

田、河北石堰梯田等，是世世代代居住在当

地的农民，为了解决吃饱饭的问题，充分利

用当地气候条件、自然环境依山而建的农

田建设工程，是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相结合的典范。日前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

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是北方旱作

地生态循环可持续农业的样板。石堰梯田

里种植核桃、花椒、小米、玉米、大豆等农作

物，还有蓄积雨水的水窖，既能浇灌庄稼，

又防范水土流失。

丘陵山区生态环境优美，是农民辛苦劳作

的农田，是游人

眼中美丽的风

景。发展粮食

生产要立足乡

村振兴，把丘陵

山区建设成宜

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乡村，建设

成能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家园。

近一段时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围绕

稳住经济大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出台《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等

多项政策。对此，须辩证理性认识。

今年以来，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俄

乌冲突引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等国

内外因素叠加影响，我国经济运行遭受较

大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季度 GDP

增速为 4.8%，低于全年经济增速 5.5%的预

期目标。对此，必须抓紧时间窗口，出硬

招实招，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强协调配

合，形成政策合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

环境，实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刺激消

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淤点，培育

完整内需体系，继续发挥“三驾马车”拉动

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促进我国经济企稳

回升。

经济要稳住，内需是关键。我国是拥

有 14 亿多人口、4 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

规模市场，形成了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

消费市场，内需潜力巨大。在疫情常态化

精准防控前提下，要逐步有序恢复消费，促

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保存量、扩增量，

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作用。扩

大内需，要从促进消费升级和提高供给创

新能力两个层面同时发力。一方面，要破

除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挖掘居民消

费潜力。须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

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深化制

度改革，完善促进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

费政策，优化政策设计，化解结构性“供需

梗阻”。另一方面，应把扩大内需与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提高创新供给能力，以高质量供给满足居

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需求。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快

培育新型消费，推动智能家居、虚拟现实、沉浸式交互式智能设备

等电子产品消费升级。大力发展服务消费，聚焦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的需要，扩大高品质服务消费供给，满足大众个性化、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在财政承受能力可持续的前提下，

适当适度增加养老、教育、公共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公共

支出。拓展县域乡村市场消费，进一步挖掘县城和农村消费潜

力。落实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举措，稳定发展预期，

充分发挥平台经济在稳就业、保供应、促发展、助创新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

经济要稳住，扩大有效投资是重要着力点。要着力优化投

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

要加快补齐短板，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一批水利特别是大型

引水灌溉工程。加大城市更新力度，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和地下

综合管廊等项目。要聚焦锻长板，扩大有效投资。加强 5G、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

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多措并举扩大民间投资，

破除民间投资体制机制障碍，继续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鼓励

民间资本参与“两新一重”及补短板项目建设，创新民间投资方

式，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稳妥

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试点。

来自公安部的信息显示，2021

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

非法采矿案、破坏性采矿案 5200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9600余人。非

法采矿损害国家利益，会引发安全

风险，更容易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

影响。近年来，各地依法严打各类

破坏矿产资源犯罪活动，先后侦破

一批大案要案。相关部门须进一步

密切协同，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全力

防范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安全风

险，推动形成严防、严管、严惩的打

击整治合力，同时应加强普法宣传，

做到以案警示，坚决维护国家矿产

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时 锋）

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生

活条件及方式的改变，人民群众的

健康管理理念不断增强，对健康保

障的需求正逐年攀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 积极响应社

会 大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健 康 保 障 需 求 ，

持续加强多元化产品研发，不断升

级迭代健康保险产品，于近期推出

了国寿惠享福系列保险产品。作为

“福”系列产品的新成员，国寿惠享

福系列保险产品延续了过往重大疾

病保险产品优势，同时提供重大疾

病分组赔付保障功能，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重大疾病产生的家庭经

济负担。国寿惠享福系列保险产品

主要有四大亮点：

分组赔付

重疾保障更细致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重大疾病可以治愈，或者经过

治疗，患者的预期寿命可以得到延

长 。 同 时 ， 因 为 治 疗 手 段 的 局 限

性、人体机能的变化，以及抵抗力

降低，首次重大疾病确诊后，也可

能发生其他重大疾病。坚持以人为

本，满足客户对多次重大疾病的保

障需求，国寿惠享福系列保险产品

将 120 种 重 大 疾 病 分 成 6 组 进 行 赔

付，每组重大疾病限赔付 1 次，每次

间隔 1 年，88 岁前最多可获 6 次重大

疾病保险金赔付。

产品责任明晰

“福”进万家优选

国寿惠享福系列保险产品责任

明晰、保障性强、交费压力小，可

以帮助被保险人在疾病风险来临的

时候，得到经济补偿。以 40 岁男性

19 年交费，基本保额 10 万元为例，

仅需每年交费 3810 元，在 88 岁前最

多可获赔 6 次重大疾病保险金。

重疾保费豁免享关爱

持续保障呵护无忧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合同

生效 （或最后复效） 之日起一百八

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罹患主

险 所 指 重 大 疾 病 （无 论 一 种 或 多

种）， 公 司 自 被 保 险 人 该 重 大 疾 病

确诊日起，于主险每个保单年度的

各 保 险 费 交 付 日 期 ， 免 予 收 取 主

险 的 当 期 应 付 保 险 费 ， 免 除 客 户

交 费 压 力 。 主 险 合 同 依 旧 延 续 ，

被 保 险 人 继 续 享 有 第 二 至 六 次 重

大 疾 病 保 障 直 至 88 周 岁 ， 给 个 人

及 家 庭 送 去 关 爱 和 慰 藉 ， 持 续 呵

护无忧。

健康满期可返保费

首次重疾保障终身

若选择投保了国寿附加惠享福

两全保险 （以下简称“附加两全保

险”），17 周岁及以下少儿投保，当

其年满 60 周岁且未发生主险重大疾

病保险金给付，按主险、附加两全

保险所交保费 （不计利息） 之和给

付满期保险金，附加两全保险合同

终止，主险保障直至终身；18 周岁

及以上成人投保，当其年满 88 周岁

且 未 发 生 主 险 重 大 疾 病 保 险 金 给

付，按主险、附加两全保险所交保

费 （不计利息） 之和给付满期保险

金，附加两全保险合同终止，主险

保障直至终身。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将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保险本源，

不断强化产品创新研发，丰富保险

产品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健

康保障需求，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

美好生活。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第 1 季度的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为 247.6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

率 176.39%，已达到监管的要求。公

司 最 近 一 期 的 风 险 综 合 评 级 ， 即

2021 年第 4 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结

果为 A 类。相关数据以公司公开披

露 信 息 为 准 。 本 文 内 容 仅 供 参 考 ，

具体以 《国寿惠享福重大疾病保险

利益条款》《国寿附加惠享福两全保

险利益条款》 和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个人保险基本条款》 规

定为准。

（数据来源：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推出

国寿惠享福系列保险产品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