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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客家宗親齊聚偃師 尋根拜祖話發展

2024年10月26日 星期六A 14 內地

10月25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布會上，農業
農村部副部長張興旺介紹，今年夏糧早稻已經豐收到
手，截至24日秋糧收穫進度已達82.5%，又是一個豐收
季。中國糧食產量連續9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的基礎
上，今年預計將首次突破1.4萬億斤。他並表示，中國
深入實施糧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積單產提升行動，對糧食
增產的貢獻超七成。

專家向大公報表示，香港糧食採購比較多元，從內
地進口的大米數量在逐漸增加。這些大米大多來自東北
地區，均經過食品安全部門檢測才運送來港。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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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戚紅麗、劉蕊洛陽報道：
10月25日上午，世界客屬第33屆懇親大會拜祖活
動在位於洛陽市偃師區的世界客家祖根地紀念公園
舉行。來自海內外的客家宗親代表回到根親祖地，
在中原客家先民南遷聖地紀念碑下，隆重舉行拜祖
活動，共拜客家先祖，探尋精神家園，感受血脈深
情。

當天上午，世界客家祖根地紀念公園旗幡獵
獵、莊嚴肅穆。南門廣場上，鼓聲震天、龍騰虎
躍。來自全球各地的客家宗親整肅衣冠，緩步來到
中原客家先民南遷聖地紀念碑下，端詳四周敘事浮
雕，了解客家先民遷徙的歷史淵源。

偃師區客親代表楊建樂致歡迎詞，向來自五湖
四海的客屬親人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和最誠摯的問
候，誠摯邀請全球客家鄉親共赴一場向新圖強、高
質發展的時代奮進之約，共赴一場前程錦繡、宏圖
大展的砥礪前行之約，攜手再奮進、同心譜華章、
共創新輝煌。全球客家．崇正會聯合總會總執行長
曾觀濤代表海內外客家人致答謝詞，向家鄉父老表
達最衷心的感謝，希望能夠以此次活動為契機，搭
建起對接溝通的橋樑，常回來走走，常回家看看，
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家鄉的建設和發展，與家鄉人
民攜手再奮進、同心譜華章，共贏美好未來，共創

河洛輝煌。
拜祖活動結束後，全體客屬宗親現場參觀了偃

師區特色產品展覽。偃師作為漢魏洛陽故城的重要
組成部分和西晉的京畿之地，是全球客家公認的客
家首次南遷出發地。2009年9月， 「中原客家先民
南遷聖地紀念碑」 落成，為全球客家人尋根溯源提
供了一個獨特的地標，以紀念碑為主體建設的世界
客家祖根地紀念公園，是2024年世界客屬第33屆
懇親大會活動場所之一。

香港有超過200萬客家人
「在外為客，回洛為家。」 世界客屬第33屆

懇親大會（簡稱世客會）期間，來自全球50個國
家和地區的逾3500位客家鄉親回家省親……一踏
上洛陽城，處處充滿濃濃的家鄉情。來自香港、台
灣等地區的客家人紛紛向記者表示，第一次來到洛
陽，就有一種 「回家」 的親切感。

來自香港的客家人、康納資本投資有限公司執
行董事陳國斌告訴記者，客家文化對於兩地交流非
常重要，因為在香港有超過200萬的客家人，多年
來每個家庭都各自努力到處奔跑，現在國家富強，
希望可以兩地客家人回老家了解客家文化千年的歷
史。尋根對年輕人來講是非常重要，年輕一代了解

到客家文化，兩地青年可以互相了解和多交流，感
覺也好像找到自己兄弟姊妹一樣。全球客家．崇正
會聯合總會總執行長曾觀濤表示，洛陽是華夏文明
的重要發祥地，也是全球一億多客家人的祖根地。
多年來，客家人雖客居他鄉，但始終心繫故土，愛
國愛家的情懷已深深融入每一個客家人的血脈，激
勵着一代又一代客家人為推動中華民族繁榮發展而

不懈奮鬥。站在新的起點上，客家人將賡續客家精
神、傳承客家文化，以團結進取、昂揚向上的嶄新
姿態，積極參與家鄉建設發展，常回家尋根拜祖、
探親訪友、觀光考察、投資興業，攜手共創更加美
好的明天。全球客家．崇正會聯合總會將更好地發
揮橋樑和紐帶作用，廣泛團結海內外客家鄉親，竭
盡所能為家鄉發展多作貢獻。

【大公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北京市
旅遊發展大會24日舉行，會上發布的《北京市推
動旅遊業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2029年
北京市旅遊產業增加值佔全市GDP比重超過5%，
旅遊總人數年均增長2%以上，旅遊總收入年均增
長4%左右，入境遊人數年均增長5%左右，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各類國家級旅遊特色業態數量位
居全國重點城市前列。

據了解，此次會議是近年來北京市首次由市
委市政府召開的旅遊會議，同時也是北京市首次
構建 「大旅遊」 格局的會議。今年前三季度，北
京市接待遊客2.8億人次，實現旅遊收入5041億元
（人民幣，下同），雙創歷史新高。北京充分發
揮全國首個旅遊資源交易平台作用，累計成交文

旅項目474宗，成交金額453億元；北京市文化和
旅遊局與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及北京銀行簽署戰略
合作協議，未來五年為旅遊企業提供總額為1500
億元融資授信支持。

推出12個「北京微度假」目的地
據介紹，北京首創推出 「漫步北京」 計劃，

引領全網city walk旅行方式的興起；在全國率先
將旅遊學界提出的 「微度假」 概念轉化為實際工
作，推出12個 「北京微度假」 目的地；加快發展
科技旅遊產品，7個項目入選首批全國智慧旅遊沉
浸式體驗新空間培育試點項目，數量位居全國第
一；緊抓全國入境遊試點城市有利契機，完成率
先建成機場境外來賓支付服務示範區等 「八個率

先」 工作； 「北京禮物」 品牌持續推出爆款和新
品，雙奧、戲曲等5家主題店已亮相。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北京旅遊學會監事
長蔡紅表示，實施意見中最突出的亮點在於明確
了具體的發展目標，並予以量化呈現。如力爭到
2029年，旅遊產業增加值佔全市GDP比重超過
5%，旅遊總人數年均增長2%以上，旅遊總收入
年均增長4%左右，入境人數年均增長5%左右
等。由於北京旅遊業原有各項指標基數就比較
大，再加上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複雜多變，國內
旅遊市場的競爭也越來激烈，存在各種 「黑天
鵝」 、 「灰犀牛」 的不確定的因素， 「這種自加
壓力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也充分展示了北京推
動旅遊高質量發展的信心和決心。」

農業農村部副部
長張興旺25日在國新

辦發布會上表示， 「十四五」 以來參
與農業生物育種重大專項、國家重點
研發計劃等重大科技項目的企業佔參
與單位總數51%左右，下一步，農業
農村部將建立農業科技企業庫，培養
壯大農業科技領軍企業，針對性支持
這些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發揮作用。不
斷完善科技攻關需求對接機制，進一
步推動各類創新資源要素向企業加速
聚集，推動科技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支持企業成為農業科技創新的 「出題
人」 「答題人」 「閱卷人」 。

「目前我們所做的工作，一個是
支持企業參與國家重大科技任務。」
張興旺介紹， 「十四五」 以來，參與
農業生物育種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
發計劃等重大科技項目的企業佔到參
與單位總數的51%左右，也就是說，
已有超過一半的參與主體是企業。農
業農村部促進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
從機制、平台、人才等方面支持企業
發展壯大，特別是支持企業牽頭承擔

一些重要的國家攻關課題，目前全國
已經成立了15家由企業牽頭的農業科
技創新聯盟。

張興旺表示，農業農村部正在梳
理農業領域中創新能力強、潛力大的
科技型企業，形成農業科技企業庫，
更有針對性支持這些企業在科技創新
中發揮作用，建立常態化對接服務機
制， 「一企一策」 閉環式推動解決企
業遇到的實際問題。通過多方面的努
力，培養壯大農業科技領軍企業。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

京構建大旅遊格局 2029年旅遊產業增加值佔GDP超5%

張興旺介紹，今年夏糧早稻已經豐
收到手，夏糧產量2995.6億斤，比上
年增加72.5億斤，是近9年增產最多
的。早稻產量563.5億斤，連續4年穩
定在560億斤以上。秋糧面積穩中有
增，大面積單產提升取得明顯成效，截
至24日秋糧收穫進度已達82.5%，
「又是一個豐收季」 。

此外，大豆油料擴種成果鞏固，大
豆面積仍然保持在1.5億畝以上，預計
產量穩定在2000萬噸以上。油菜籽面
積、單產、總產實現 「三增」 。

今年以來，中國局地氣象災害比較
重，給農業生產帶來一定損失和影響。

張興旺表示，儘管如此，從全國面
上看，今年農業災情是近幾年較輕的一
年，農作物累計受災1.35億畝，比常年
減少4400多萬畝。 「據農業農村部農
情調度，截至10月24日，全國秋糧收
穫過了八成，大頭豐收到手了。從各地
反映和專家的測產情況看，絕大多數省
份是增產的，個別的省份地區因災減
產，算大賬秋糧增產是明顯的。」 他表
示，加上夏糧和早稻，全國糧食再獲豐
收，產量預計有望邁上1.4萬億斤新台
階。

他說，今年中央財政加大對糧食生

產的支持力度，秋糧面積穩中有增，特
別是高產作物玉米面積增加較多，對整
體增產貢獻較大。此外，中國深入實施
糧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積單產提升行動，
促進大面積均衡增產，預計單產對糧食
增產的貢獻超七成。

張興旺同時提醒，雖然稻穀、小麥
供需狀況較好，但玉米產需缺口還比較
大，大豆仍然主要依靠進口，全國糧食
供需處於緊平衡狀態，沒有發生實質性
變化，確保糧食穩定安全供給的弦一刻
也不能放鬆。

農業農村部黨組成員李敬輝表示，
目前，各地秋糧陸續豐收上市，逐步進
入購銷旺季，農業農村部會同相關部門
加強對今年秋糧收購形勢會商研判。近
期，中儲糧在黑龍江等主產區也啟動了
新季玉米儲備收購，後期還將增加收購
網點，擴大收購規模。大豆加工補助、
儲備收購等政策正在加快推進，並將適
時出台。

香港九成大米曾來自泰國
「作為自由貿易港，香港糧食採購

比較多元，其糧食主要依賴進口，主要
以泰國、越南和中國內地為主。」 中國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產品貿易與政

策研究室主任胡冰川向大公報記者表
示，此前香港高達九成的大米都來自泰
國，儘管近年來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
泰國仍是香港大米進口的重要來源。越
南也是香港大米進口的主要來源之一。
同時，從中國內地進口的大米數量在逐
漸增加，這些大米多來自東北地區，並
需經過食品安全部門檢測才能輸港。另
外，日本大米在香港的進口量相對較
小，但也是香港大米進口來源之一。然
而，近年來日本核廢水排放等問題可能
對香港對日本大米的進口產生一定影
響。

內地糧食再豐收
料首破1.4萬億斤
單產提升行動對增產貢獻大

夏糧早稻已經豐收
● 今 年 夏 糧 產 量
2995.6億斤，比上
年增加72.5億斤，為
近9年增產最多

秋糧又是一個豐收季
●今年秋糧面積穩中有增，
大面積單產提升取得明顯
成效，截至10月24日秋
糧收穫進度已達82.5%

大豆油料擴種成果鞏固
●今年大豆面積仍然保持在
1.5億畝以上，預計產量穩定
在2000萬噸以上；油菜籽面
積、單產、總產實現「三增」

「菜籃子」供應充裕
●前三季度豬牛羊禽肉產量
7044萬噸，比去年同期增長
1%，國內水產品產量增長
4.5%；蔬菜水果供給充足

人均糧佔有量遠超安全線
●2023年中國人均糧食
佔有量達493公斤，再
次超過人均400公斤的
國際糧食安全線

糧食庫存充裕
●糧食庫存遠高於17%-18%

的國際糧食安全警戒線，
小麥、稻穀能夠滿足全國
人民1年以上口糧消費需求

中國糧主要用中國種
●近年來，中國自主選育
品種推廣面積佔比超過
95%，良種對作物增產
貢獻率達45%以上

做大做強

培養壯大農業科技領軍企業

數據看「大國糧倉」的底氣 資料來源：新華網

▲10月25日，世界客屬第33屆懇親大會拜祖活動在洛陽市世界客家祖根地紀念公園舉行。
大公報記者戚紅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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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期間，北京園博園燈會吸引大量遊客。
大公報記者馬曉芳攝

內地供港大米漸增 東北米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