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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农业基本盘 夯实“三农”“压舱石”
透视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走势

2025世运会第一次竞赛经理会议在蓉举行

非奥项目最高水平运动会
成都是中国大陆首个举办世运会的城市

世界运动会（the World Games）是由
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International World
Games Association，简称 IWGA）举办的国
际性的体育竞赛盛会，于 1981年首次举
办，每四年举行一次，竞赛项目以非奥运
会项目为主。世界运动会是非奥项目最高
水平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它与奥运会相
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致力于在世界范
围内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奥林匹克精
神的传播。在每届世界运动会举办期间，
主办城市都将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和社会
活动，如音乐会、展览会等。世界运动会的
创办促进了世界体育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019年 5月 9日，在澳大利亚黄金
海岸举行的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 2019年
全会上，成都获得 2025年第十二届世界
运动会举办权，成为中国大陆首个举办这
项赛事的城市。

在 2025世运会第一次竞赛经理会议
上，国家体育总局、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

成都市政府、四川省体育局、成都市体育
局、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际转播公
司以及 2025世运会筹备工作组、国内各
单项体育协会等相关单位的代表进行了
交流讨论。

会议现场仿佛穿越千年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老成都游戏抢眼球

走进会场，一股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
气息扑面而来。在“万千气象·竞在成都”
的主题下，合影墙上大型图卷让来宾们纷
纷驻足观赏，这幅画卷描绘了中国古代各
种体育竞技表演的场面，里面有射箭、蹴
鞠、马球、捶丸、投壶等中国古代体育活
动，场面宏大繁复而又具体入微，体现了
我国古代体育运动游戏的丰富多彩，更彰
显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装扮得古香古色的会议通道上设置
了击壤、投壶、踢毽子、捶丸等中国古代的
各项体育活动设施，让所有人了解到中国
人早在千年之前就开始了“悦动”，中国人
民的运动热情，也跨越了岁月的漫长，与
浩瀚的历史长河同行。

另外，中国人记忆中的“体育游戏”也
在现场得到展示，夹弹珠、陀螺、滚铁环等
游戏也让人梦回那个弹珠叮当滚动、陀螺
不停旋转、铁环响遍大街小巷的五彩斑斓
童年。成都，延续了千年来中国人的运动
精神，同时也深深地烙印着属于自己的城
市印记。

会议现场的这场“古今对话”、中国人
所熟悉的儿时游戏都让来自世界各地的
嘉宾们兴趣盎然，不少人还下场体验了投
壶、踢毽子等中国古代运动，现场欢声笑
语不断。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因世运
会相聚、相约在成都，感受律动成都、竞技
成都、悦享成都。

现场体验了捶丸等中国古代体育活
动后，何塞·佩鲁雷纳高兴地表示：“我们
在这里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也有这么多有
趣的运动项目，这和世界运动会所倡导的
理念和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世运会预计 2025年 8月 7日开幕
部分预选赛今年 10月开启

在 10月 24日上午的会议中，国际世

界运动会协会就协会基本情况、综合管理
系统和场馆管理系统，场地标准、赛程、参
与者以及世运会规则进行了专项介绍。据
悉，2025 世运会预计于 2025 年 8 月 7
日—17日在成都举行，参赛规模约 5000
人。部分单项赛事的预选赛将从 2023年
10月 31日开启，到 2025年 3月预选赛
全部结束。

2025 世运会筹备工作组则介绍了
成都世运会竞赛板块情况以及赛事整
体筹备情况：2025 世运会赛事将有 35
个大项，承办过成都大运会赛事和训练
的多个场馆都计划举办 2025 世运会的
赛事。

据悉，成都世运会将搭建官方网
站，及时对外发布赛事筹备进展、赞助
商征集、参赛报名等信息资讯，成为世
界运动会“通信主渠道、传播主阵地”。
另外，2025 世运会筹备工作组提出，将
围绕成都世运会倒计时一周年、200
天、100 天、30 天等重要节点分别进行
主题宣传，以此来提升世运会的知晓
度，打造浓厚的全城迎接世运会的氛
围。

金秋时节，有朋远来。

成都大运会已经圆满闭幕，但在今年夏

天奏响的这段青春音符仍余音绕梁，令人难

忘。2025年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将以运动

之名，继续诚邀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朋友们莅

临成都，一同感受这座大运之城中国式现代

化的万千气象。10月 24日至 25日，2025世

运会第一次竞赛经理会议在蓉举行，国际世

界运动会协会主席何塞·佩鲁雷纳等嘉宾出

席本次会议。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中，还

将在成都召开 2025 世运会协调委员会会

议、执委会会议。

在这个秋意正浓的季节，来自世界各地的

客人们共聚在美丽的东安湖畔，感受“大运之

城”成都的魅力和风采。随着 2025世运会筹备

工作的展开，成都正以饱满热情迎接着世界各

地的来客，无人机、飞盘、滑翔机、射箭、龙舟、

台球、攀岩、武术……更多精彩的赛事将在

2025年呈现在大家面前。

□本报记者李艳

前三季度经济数据近日出炉，
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备受关注。
秋粮收获情况如何？“菜篮子”产品
供给和价格有什么趋势？农民增收
形势怎样？在 23日举行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进
行了回应。

全年粮食获得丰收

今年我国一些地方粮食生产经
历台风、洪涝等挑战，粮食收获情况
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
划司司长曾衍德介绍说，今年粮食
生产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
东北局地严重洪涝、西北局部干旱
等灾害影响，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
高，连续 9年保持在 1.3万亿斤以
上。

其中，夏粮早稻丰收到手，夏粮
产量比上年略减 25.5亿斤，仍处于
历史第二高位，早稻连续四年增产，
秋粮增产已成定局。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

10月 22日，全国秋粮已收 81.3%，
秋粮大头已丰收到手。”农业农村部
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从
专家田间测产、各地实打实收情况
看，绝大部分省份是增产的，个别省
份因灾减产，有增有减，增的明显比
减的多。

潘文博介绍说，今年秋粮面积
增加奠定了增产基础，大面积单产
提升效果初显是增产的关键。虽然
局部灾害较重，但多数主产区雨水
调和、光热充足，利于作物生长发育
和产量形成。

据了解，预计今年秋粮面积
13.1亿亩，比上年增加了 700多万
亩。今年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比
较多，杂粮杂豆等低产作物面积相
应减少。农业农村部启动粮油等主
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今年
重点在 200 个玉米大县、100 个大
豆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从耕
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找差距，采
取综合性解决方案。

“菜篮子”重点品种供应充足

“菜篮子”产品供给和价格关系
千家万户。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猪肉产量 4301 万吨、同比增长
3.6%，牛羊禽肉产量 2673万吨、增
长 4.4%，禽蛋产量 2552万吨、增长
2.1%，牛奶产量增长 7.2%，国内水
产品产量增长 4.8%。10月上旬全国

蔬菜在田面积同比增加 140 多万
亩。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负责人刘涵介绍说，据农业农村部
监测，今年以来全国“菜篮子”重点
品种供应总量充足，市场运行基本
正常，当前的价格水平低于去年同
期。
展望后期，刘涵表示，第四季

度全国肉蛋奶产能充裕，蔬菜在田
面积稳中有增，保供稳价基础扎
实。冬春季节设施蔬菜占比较高，
加上雨雪冰冻天气多发，生产、物
流等成本相应增加，部分品种价格
将季节性上涨。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确保市场平稳
运行，持续抓好冬春季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组织开展产销对接活动，
开展“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

猪肉价格关系百姓餐桌和养殖
户收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
责人陈光华表示，7月下旬之后，猪
肉供需逐渐趋于平衡，生猪价格回
升，养殖实现扭亏为盈。中秋国庆以
来，猪肉市场供应宽松，价格出现小
幅下跌。这主要是因为生猪生产供
应稳定增加。
“近期我们组织专家、行业协

会和重点企业进行了专题会商。预
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生猪生产
仍在惯性增长，后市供应将稳定增
加。四季度是消费旺季，猪价可能
会回升，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
陈光华提醒，广大养殖场户要做好
生产安排，顺时顺势出栏生猪，农
业农村部将抓好稳定产能、强化预
警、防好疫病，促进生猪生产稳定
发展。

巩固农民收入增长形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5705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3%。
“‘三农’工作任务很多，但有两

点很明确：一是稳产保供，这是首要
任务；二是促进农民增收，这是中心
任务。”曾衍德说，特别是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激活农村内需，促进农
民增收更具重要性、紧迫性。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乡村富民产业培育壮大，农产品
加工业平稳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稳
步恢复，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保持两
位数增长。

曾衍德表示，农业农村部将持
续加力，多措并举，巩固农民收入增
长的形势：

———促进产销衔接畅销增收。
会同相关部门落实好秋粮收购政
策，增加收购网点。秋季水果将大量
上市，要做好产销衔接，畅通销售渠
道。

———发展乡村产业就业增收。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秋季果

品保鲜储藏及加工，促进加工转化
以及错峰销售实现增收。推介一批
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和景
点，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和就业服
务。

———抓好项目建设拓岗增收。
秋冬种过后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的关键期，指导各地通过
建设高标准农田、发展设施农业、建
设仓储冷链物流设施以及整治农村
人居环境等项目，增加就业岗位，促
进灵活就业。

———深化农村改革赋能增收。
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

制度等改革，有序推进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规范化建设，赋予农民更加
充分的财产权益。积极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让农民更多分享发展
成果。

（记者于文静王聿昊）
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10月 23日，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一台台
收割机加足马力正在收割水稻。

近年来，巫山县庙宇镇充分利用高山盆地
优势，结合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打造
数字农业，使今年水稻机收率达到 73%以上，
为乡村振兴插上了“数字翅膀”。

王忠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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