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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因柞树多而得

名。柞树又叫耳树，属壳斗科栎属，是生长

黑木耳的最佳树种之一。近年来，柞水又

因木耳而广为人知。2020 年 4 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柞水县金米村，夸奖当地群众

把小木耳办成了大产业。前不久，笔者又

来到这里，被木耳产业发展的新变化深深

吸引。

在柞水县木耳大数据平台，一位工作

人员自豪地说，“咱的木耳啊，现在‘云’上

种、网上销！”原来，这里的木耳种植大棚实

现了智能化，大棚之间联网，建起的云平台

能对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进行实时

监测，并可以远程指导相关管理者。以前

长 在 山 沟 沟 里 的 木 耳 有 了“ 智 能 生 长 空

间”，技术含量大大增强，不仅提升了产品

品质，品牌也更为闪亮。

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

键在科技进步。在柞水，一条木耳产业链，

从生产到销售都被各项科技成果赋能：包

括玉木耳在内的食用菌品种种植成功，基

于大数据分析了解全国市场行情，物联网

系统实现全生产环节监管预警，木耳调味

料、木耳饮品等产品相继走向市场……一

项项技术应用，不断深挖木耳的潜在价值，

让“会种地”变成了“慧种地”。科技在产业

发展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助力延长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让“一县一业”的

文章越做越大、越做越深、越做越透。

农业科技进步不仅能助力产业链延

伸，也可以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现代化，

这就是科技赋能的价值所在。如今，柞水

县 4 家企业的木耳产品有了“身份证”，扫

一扫包装盒上的二维码，从种植到销售各

个环节，时间、产地、负责人等信息全程可

溯源。打造一个木耳大数据平台，加快推

广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

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运用，让农业

生产的精细化管理成为可能。柞水县的一

位副县长说：“咱县九山半水半分田，科技

正是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保障”。依靠科

技进步，农村治理、农业管理的能力水平在

逐步增强。

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厚植的是农村地区产业后发优势，

弥 合 的 是 信 息 时 代 城 乡 发 展 的“ 数 字 鸿

沟”。这是生产方式之变，更是思想观念之

变。新技术走村下乡，实现乡村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同时也正在催生新农民、新业

态，以产业升级带来观念更新。现在，手机

成为“新农具”，电商成为“新农活”，数据成

为“新农资”，相隔千万里的农民与市场“无

缝对接”，致富之路越来越宽、致富思路越

来越活。科技先导，品质为要，尊重规律，

家门口的产品能卖到更远的市场，产业振

兴、乡村振兴的活力在点滴积累中迸发。

农 业 现 代 化 ，是 农 民 致 富 的“ 金 扁

担”。未来，继续加强农村新基建建设、深

化乡村产业创新技术应用、鼓励科技人才

向下流动、强化农民技能培训，一定能持续

增加农业产业发展的“含金量”，谱写好新

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作者为本报陕西分社记者）

小木耳，科技赋能展前景
原韬雄

方舱、防护服、载人工作平台……若在

过 去 ，很 难 把 这 些 器 具 同 考 古 联 系 在 一

起。在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现场，一个密封

的考古发掘舱内，考古人员身穿防护服有

条不紊操纵机械平台进行文物发掘。面对

着 2000 平方米的考古工作平台，不少记者

现场感叹，这里不像印象中的考古工地，而

像实验室一样充满科技感。

1986 年，三星堆遗址 1 号坑与 2 号坑

完成抢救性发掘，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本

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原则，考古工作者很快对遗址实行了

最大程度的保护。如今三星堆祭祀区重启

发掘更为引人注目：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

预案层层审批完善，各种高科技设备充实

从发掘到研究环节，全国 34 家科研单位集

体攻关……这表明，全新技术支持下的新

时代考古，不仅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考古发

掘对于遗迹现场的影响，也为进一步研究

留存了更大空间。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 6 座“祭祀坑”，

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精美牙

雕残件等重要文物 500 余件，在社会上掀

起了新一波“考古热”“文保热”。从陆续出

土的精美文物看，三星堆遗址再一次展现

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昭告世人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的属性。以全面勘探

和重点发掘为带动，做好三星堆出土文物

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有助于增强文化

自信，为新时代新征程汲取更为丰富的历

史文化给养。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

化，是华夏先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凝

聚着我们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在这次

被大家称作“三星堆上新”的考古过程中，

人们通过网络直播与新闻报道，热烈而深

入地参与到考古互动中。当古代文化与现

代生活相遇，人们展现出探讨历史、关注文

化的浓厚兴趣，使得考古不再“冷门”，文物

不再“高高在上”。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在这

一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进一步加深了

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尊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包含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古蜀船棺合葬墓在内的古蜀

文化遗址，很早就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据悉，三星堆保

护规划以及编写申遗文本的相关工作已经展开。展望全国，北京长城

抢险加固项目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度保持长城景观原貌，西安

地铁建设因文物保护需要而深挖和绕行，杭州良渚遗址文物保护核心

区开展居民搬迁、重现水美草丰风貌……各地探索着各具特色的文物

保护和利用发展新模式，绘就出一幅历史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得益彰的崭新画卷。

看历史是为了看未来，研究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做好新时代的

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一定能为强国征程贡献更为深厚的文化自信和

蓬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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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划定了未来 5 年乃至 15 年的发展蓝

图。锐始者必图其终。全面贯彻落实“十

四五”规划纲要，要以系统观念为引领，将

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整体推进，力促

各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形成为人民谋福

祉的生动实践。

首先要以“十四五”规划纲要为统领，

编制形成层级衔接、定位准确、功能互补、

边界清晰的完整规划体系。我国幅员辽

阔，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要避免各层

级、各种类规划内容雷同的问题，不能“上

下一边粗、左右一般宽”，必须因地制宜，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专项规划的编制和

重大任务的设定，需要一事一议。因此，完

整规划体系中专项规划要在“条条”上衔接

与深化，各地区规划要在“块块”上对接与

细化，区域（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

要在空间上筹划，年度计划分步骤推进，各

地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才能形成全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合力。

其次要健全规划运行过程和实施效

果 的 评 估 、监 督 、考 核 和 问 责 机 制 ，做 好

弹 性 和 刚 性 的 衔 接 ，指 导 性 和 约 束 性 的

衔 接 ，保 障“ 一 张 蓝 图 绘 到 底 ”。 习 近 平

总书记强调：“总体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

后 就 具 有 法 定 效 力 ，要 坚 决 维 护 规 划 的

严 肃 性 和 权 威 性 ”。 为 此 要 强 化 对 规 划

实施过程的“全周期管理”，把“开门编制

规划”进一步延伸至“开门监督落实”，探

索建立实施进度和效果评估的信息公开

机 制 ，把 人 民 群 众 参 与 的 积 极 性 充 分 调

动 起 来 ，和 其 他 各 项 举 措 一 道 转 化 为 监

督规划落实的合力。

再 次 要 加 强 财 政 预 算 的 衔 接 协 调 ，

发 挥 好 财 政 资 金 对 重 大 任 务 的 支 撑 作

用 。 兵 马 未 动 ，粮 草 先 行 。 财 政 资 金 的

投 向 、力 度 具 有 对 市 场 主 体 预 期 影 响 的

示范效应和信号机制作用。中央财政资

金要引导地方财政资金优先投向重大项

目 ，形 成 和 土 地 、金 融 、人 才 等 相 关 政 策

的 协 同 配 合 ，进 而 为 社 会 资 本 的 投 向 形

成明确清晰的示范引领。

最后要加强编制和落实规划的理论

研 究 ，提 高 全 社 会 的 思 想 认 同 和 执 行 能

力。一方面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强化学习和培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

的 政 治 站 位 和 能 力 水 平 。 另 一 方 面 ，广

大企业家和群众是“十四五”规划纲要落

地 的 关 键 ，要 以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方 式 广

泛开展宣传教育，让理念、目标和任务深

入人心。

从 1953 年到 2020 年，我国编制实施了

13 个五年规划（计划），有力推动了综合国

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用中长期规划指

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

种重要方式。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将“十

四五”规划纲要的宏观理念、战略方向细

化、深化，我们就一定能继续提升科学运用

规划指导发展实践的效能，让中国经济再

上新台阶，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新篇章。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

形成规划落实的合力
——绘就“十四五”新篇章②

张 勇

■人民时评R■现场评论·小产品 大产业①R

■大家谈·学党史开新局③R

手 机 成 为“ 新 农
具”，电商成为“新农活”，
数据成为“新农资”，相隔
千万里的农民与市场
“无缝对接”，致富之路
越来越宽、致富思路越
来越活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
明，传承着历史文化

■新论R

用对方法是关键
李 颖

作为一名党校教师，我在工作中发现

很多党员干部对党史非常感兴趣，关键是

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

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

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

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就学习方法来说，不妨从掌握历史年

表和重大事件开始，通过手绘历史年表将

党史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记录下来，理

顺纵向脉络，然后再把每一年发生的历史

事件填充进去，掌握横向史实。这种方法

能够改变碎片化的呈现方式，使知识更为

系统化。与此同时，学习党史也要与现场

教学相结合。生动形象的现场观摩与事迹

解说，更容易直击内心、触及灵魂，是理论

学习的有效补充。

学习党史要有目标意识。唯有自觉对

标对表，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找到

需 要 改 进 的 地 方 ，才 能 形 成 坚 定 的 信 仰

认同。

“触动”更要“行动”
刘元通

有这样一种现象值得警惕：看到红军

艰苦奋斗的事迹心生感叹、“很受触动”，但

回到生活中还是依然故我，难改一些不良

习惯，心底还会自我劝慰“年代不一样了”。

学归学、做归做，这种“割裂”是党史学

习教育的大忌。须知，学党史不是以旁观

者的身份看故事，而是要以当事人的角度

受教育、以强党性的目标学规范，必须把自

己的思想、行动完全摆进去。学到了不能

止于触动、感动，还要努力去践行、落实。

可以说，党史学习需要突破“学到了”与“做

到了”之间的“屏障”。

党史学习教育要多一些“代入感”。看

到革命先烈的光荣事迹，对自身而言就是

找到了行动标杆；看到发展过程中的弯路

曲折，就要警醒自己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学一点就要笃行一点，真正把“触动”变为

“行动”，才能从党史中汲取丰厚营养，在事

业上找到奋斗航向。

学史明理贵有恒
庄永明

笔者所在的党支部，每年组织党员参

观革命遗址、重温入党誓词，学习党史书

籍，开展研讨交流活动。通过长期坚持，党

员们不仅更全面深入地学习了党史，而且

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升。

学党史，贵在坚持，难在有恒。学史明

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做合格党员永远在

路上。理想信念不是天生的，也不可能一

学就会，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周恩来同志

曾告诫党员，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

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

改造到老。经常学党史、强信念，就是一个

改造思想的好方法。时刻向雷锋、焦裕禄

等优秀党员对标，就能看清自身差距有哪

些；始终向黄文秀、张桂梅等时代楷模看

齐，就能找准未来努力方向在哪里。

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我们汲取党

史营养的重要途径，就在于日积月累、坚持

不懈，把学习党史当作必修课、终身课。唯

有以先进为典型，发扬务实学风，长期坚持、

久久为功，常学常新、夯实基础，才能把好理

想信念“总开关”，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成效

通过红、蓝、绿、橙等颜色，标出养老

院、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地址，并适时发布

养老院咨询电话、空余床位信息等。河南

省上线养老设施供需发布信息平台，智慧

养老服务地图及时更新数据、增设适老化

页面，让老年人和家人可在线查看家门口

的养老服务设施及相关信息。

这正是：

养老信息在线，

供需一目了然。

科技点亮生活，

助力幸福晚年。

魏 寅图 沈 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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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发展特色产业、特色经济是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乡村产业十分重

视。近年来，不少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探索发展农业产业，以小产品带动

大发展，努力蹚出致富门路。即日起，本版推出系列评论，展现各地产业发展

实践，讲述脱贫故事，分享致富经验，凝聚发展力量。

——编 者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个展柜里，3 枚 1 元面值的银元

和 1 枚 5 分面值的铜币穿越历史长河、依然熠熠生辉。这 4 枚钱币，

是朱德同志和康克清同志分别在长征途中和中央苏区瑞金分到的“伙

食尾子”。在走南闯北的岁月里，他们省吃俭用，一直没有舍得把这些

钱花掉，珍藏多年后郑重捐给了博物馆。

井冈山时期，由于敌人长期封锁，根据地的生活物资十分匮乏，连

下饭的盐都是刮下老墙土熬成的硝盐。当时，红军官兵每人每天只有

5 分钱的伙食费。即便如此，在管理员同志的精打细算下，结算时还经

常会有一些节余。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这些伙食费一般按照官兵平

等的原则平均分配给大家零用，被称作“伙食尾子”。从井冈山到遵义，

从娄山关到腊子口，“伙食尾子”制度一直坚持着，见证了红军长征前后

的峥嵘岁月，镌刻着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足印。

物质上的短缺反衬出精神上的富足。3 枚银元与 1 枚铜币，见证着

老一辈革命家的节俭美德，更彰显着“官兵一致同甘苦”的团结力量。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在极端艰难困苦

的环境下，大家同吃粗茶饭、同住茅草屋，不搞特殊化。正如毛泽东同

志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

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一样的 5 分钱伙食，一样

的浆布衣裳，一样地百里挑粮上井冈，一样地长征路上吃野菜煮皮带

……这些“一样”，让红军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凝

聚力。

翻雪山时，一位军需处长把御寒的东西都发给别人，自己却穿单衣

冻死在树下；过草地时，有人把剩余的干粮、捕捉的鱼虾让给伤员和战

友，自己却以草根果腹，忍饥挨饿……生活上同甘共苦，战场上才能生

死与共。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李伯钊曾动情回忆：“士兵爱士兵，士兵

爱官长，官长爱士兵”“全军完全在政治思想上，活泼精神中，纯真的同

志关系中，融成一体”。正是因为拥有同滋味、共安危的革命感情，保持

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深情，人民军队才能经千难而拖不垮、历万险而

打不散。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这不仅是人民军队走过浴血奋斗

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发愤图强的建设、

改革时期战胜艰险的重要法宝。从北大荒垦区人民上下一心，把莽莽

荒原建成中华粮仓，到山西右玉 21 任县委书记带领干部群众坚持种

树，把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再到数百万扶贫干部同贫困群众心想在

一起、汗流在一起、苦吃在一起，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勠力

同心共甘苦，敢教日月换新天，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

“密码”便蕴藏其中。

“伙食尾子”背后的制胜密码
——从红色文物感悟初心使命③

邹 翔

■微观R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如何在党史学习中让党员干部

思想认识上有新收获、新提高？

本期大家谈，我们选刊三篇来

稿，和读者共同探讨。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