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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8 日就俄罗斯

客机坠毁事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一架客机在勘察加

边疆区不幸失事，造成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我谨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

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就俄罗斯客机失事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7月 8日电 7 月 8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 5 周年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5 年来，南南合作援助

基金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人道危机、实现

减贫和发展，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致力

于分享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经

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政府管理高

端人才。基金和学院为推进南南合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广大发展中

国家一道，进一步释放南南合作潜力，

共享发展机遇。希望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继续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

展，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继续建好发展

中国家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和研究交流

平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南南合作与

发展学院 5 周年纪念活动当日在北京

举行，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商务部

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南南
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5周年致贺信

习近平的小康故事
“为探索宇宙奥秘、促进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1 年 5 月 15 日，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习近平总书记

发来贺电。我国科技创新的这一重大

成果，令全国人民倍感自豪。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

全面小康靠什么？必须靠创新。

“如果走粗放经营的老路，能源资

源无法支撑。必须走出一条新路，依靠

创新驱动。”习近平总书记说。

科技创新要服务于
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

中国免疫“长城”正在加快形成！

20 余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我国新冠疫苗研发速度和数量始终

处于世界第一方阵；疫苗产能加速释

放，日接种量可达 2000 万剂次以上……

让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为 14 亿多人

民生命健康织起更严密的“安全网”，也

为全球战胜疫情注入信心。

历史的时针回到一年多前。2020年

3 月 2 日，北京。

前来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展

板和实物，了解疫苗和抗体研制等进展

情况。他指出，要加快推进已有的多种

技术路线疫苗研发，同时密切跟踪国外

研发进展，加强合作，争取早日推动疫

苗的临床试验和上市使用。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疫情发

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提出

新的要求。

提速，再提速！汇集了全国多个领

域、多个学科优势力量的疫情防控科研

攻关团队一刻不停歇。

2020 年的除夕刚过，北京科兴中维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就出发

了，首支疫苗研发团队进驻浙江省疾控

中心 P3 实验室。

对于这项重大而紧迫任务，政府部

门迅速行动，给予巨大支持。第一笔科

研项目资金到位了，一座 5000 多平方

米的生产车间迅速获批。科研人员心

无旁骛，争分夺秒……

如今，我国正在推进最大规模的新

冠疫苗接种。中国的新冠疫苗已在全

球 100 余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使用。

“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

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

向。”2018 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这样宣示。

将手臂置于仪器下方，能清晰照出

血管——一台被誉为“扎针神器”的医

疗设备，吸引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他饶有兴致地把手伸到仪器底下体验

了一番。

2015 年 2 月 15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到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调研。

“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

须靠自力更生。”仔细了解产业化的成

果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科

技人员要树立强烈的创新责任和创新

自信”。

自 2013 年创建科技成果产业化创

新平台——中科创星以来，西安光机所

通过“拆除围墙、开放办所、专业孵化、

创业生态”的创新发展模式，让一批拥

有高精尖原创技术的科研人员走上成

果转化之路。

截至目前，这里先后孵化近 400 家

硬科技公司，培育了一批“独角兽”企

业，为区域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活水。6年

前摆放在展厅里的“扎针神器”，今天已

经远销至海外十多个国家。

从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到为高质量

发展增添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整体创新能力大幅提升。2020 年全社

会研发支出达 2.4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为 2.4%；科技进步贡献率估计超过 60%。

随处可见的“扫一扫”、层出不穷的

“无人”新业态、科创板启动经济转型升

级的“助推器”……“十三五”时期，我国

创新指数排名从第 29 位升至第 14 位，

科技创新正深度浸入亿万中国人的日

常生活。 （下转第二版）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习近平推动科技创新的故事

导读

恢 宏 史 诗 耀 千 秋
—写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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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经 中 央

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

对 全 军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习 主 席 在 庆 祝

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作出部署。

通知指出，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

立足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

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望

光辉历史、擘画光明未来，是一篇马克思

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的行动指南，对于激励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

意义、实践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统

一思想行动，进入工作实践，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一

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指挥。

通知指出，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通

知明确的重点内容，紧密结合军队实

际，着重理解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

领导这个根本，坚定不移在党的旗帜下

铸牢军魂，锻造永远听党指挥的绝对忠

诚；着重理解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这一主题，进一步增进政治认同、理论

认同、情感认同，增进对党中央、习主席

的信赖拥戴；着重理解把握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要求，在新的征程

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

命、开创美好未来；着重理解把握党和

人民对军队的期望重托，以更强大的能

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着重理解把握代代相传的伟

大建党精神，自觉弘扬光荣传统、赓续

红色血脉，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新时

代强军事业。

通 知 指 出 ，要 做 好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各项工作。深化

学习教育，把学习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理

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核心内容， （下转第二版）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

全 军 认 真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习 主 席 在 庆 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文化遗产赋彩生活

一寸一寸，追寻千年时光
第十二版

“ 强 国 必 须 强 军 ，军 强 才 能 国

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军

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

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

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

力量”，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

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城头一声

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大幕。自那时起，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

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

了一起。90 多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

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

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以鲜

血和生命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中国奠定了牢固根基，彻底扭转了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

面，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形成中国

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

坚强后盾，为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为 维 护 国 家 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我国发展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维护地区和世

界和平提供了强大力量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指挥

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

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是我们党的不懈

追求，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

军之本、强军之魂。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

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

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

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千千万万

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

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

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

无不胜的钢铁雄师。在风雨如磐的漫

长革命道路上，我军将士讲得最多的

一句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

历史告诉我们，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有了中

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

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

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

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制定新形势下军事

战略方针，推动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没有

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

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

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

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必须同

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必须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需求相适应。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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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发

展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

向，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

不断提升。

近年来，重庆积极探

索山地特色农业现代化，

以生产绿色化、产业链条

化、业态融合化等为要点，

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带动群众增收，为乡村

全面振兴夯实产业之基。

图为 7 月 7 日重庆市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梯

田里，作物长势良好。

冉 川摄

（影像中国）

产业强

农民富

走进乡村看小康

“麦收三件宝，头多、穗大、籽粒饱，今年俺们全占齐

了，平均亩产超过 1000 斤，又是一个大丰收！”收上来的 30
多万斤麦子销出大半，山东省夏津县雷集镇小石庄村种

粮大户郑振杰喜上眉梢。

今年夏粮再获丰收，产量再创历史新高。从中原粮

仓到皖北平原，从齐鲁大地到洞庭湖畔，广大农民脸上挂

着丰收的喜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 14 亿

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

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截至 2020 年，我国粮食

产量实现“十七连丰”，连续 6 年站稳 1.3 万亿斤台阶。广

大农民在希望的田野上挥洒汗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了坚实支撑。

从靠天吃饭到高产稳产，
农业生产迈向现代化

从“面朝黄土”到农机满地跑，从“望天收”到旱涝保

收，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推动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显著增强，大国粮仓根基牢固。

——藏粮于地，高产稳产有底气。

在河南省浚县 30 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区，土地连片，

渠路相通，农田信息监测系统随时监测农田墒情变化。

“过去‘望天收’，如今有了高标准农田，旱能浇、涝能

排，还有高科技带动，高产稳产十拿九稳。”傅庄村种粮大

户付太华流转的 500 亩地位于示范区核心区域，他对粮食

丰产底气十足。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高标准

农田……一项项着眼于稳住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的

政策举措接连出台，确保藏粮于地。

“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幅提升了土地综合生产能力，项

目区普遍实现了‘一季千斤、两季吨粮’。”中国农科院农

经所研究员王秀东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旱涝保收的高

标准农田 8 亿亩，到 2022 年将增加到 10 亿亩，能稳定保障

1 万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 （下转第三版）

粮食产量连续 6 年站稳 1.3 万亿斤台阶

我们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本报记者 顾仲阳 郁静娴 方 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