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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能浇、涝能排，高标准农田让咱

种粮人有底气。”河南省荥阳市新田地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杰言语间满

是自豪，“俺们一个合作社就种了 10万亩

地，搁以前想都不敢想。”

“稻花香、鱼儿肥，稻鱼共生，一田

双收。”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牌口村种

粮大户刘进良高兴地说，自从学会立体

种养，稻田效益翻了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是基础性

产业，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

“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

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有

关部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农业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放眼广

袤田畴，平田整地用上了北斗导航，打

药施肥用上了无人机，天上飞的、地上

跑的，都成了种地的好帮手。数据显

示 ，全 国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超 过

6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1%，走出了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

资 源 节 约 、环 境 友 好 的 农 业 现 代 化

道路。

打好种业翻身仗，
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

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

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

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

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

源自主可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建设现代

种业强国为目标，深化种业体制机制改

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全面提升种业质量效益和

核心竞争力。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良种

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

95%以上，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粮主要用上中国种。

种了大半辈子地，河南省鹤壁市淇

滨区刘寨村农民孙玉旗越来越感到种

子的重要性：“这几年俺选了‘浚单 20’

这个品种，产量高，抗病性强，跟着专家

种田，收益稳得很！”

一粒良种背后凝结着育种专家的

辛勤付出。鹤壁市农业科学院名誉院

长程相文，为缩短玉米育种时间，50 多

年扎根田间，选育出 39 个玉米新品种，

其中“浚单 20”玉米种子在全国推广种

植近 3 亿亩。

目前我国种业已进入以自主创新

为驱动力的发展新阶段。近 10 年，全

国审定、登记农作物品种 3.9 万个，植物

新品种保护年申请量连续 4 年居世界

第一。水稻、小麦、大豆全部为自主品

种，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随着

作物良种联合攻关和畜禽遗传改良工

作深入推进，一批绿色优质、高产高效

的新品种弥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 良 种 配 良 法 ，促 进 农 业 增 产

增效。

在江西省遂川县珠田乡珠溪村地

头，种粮大户王小兰正着手防治稻飞

虱。一通电话过后不一会儿，农技专

家就带着植保队赶到，无人机旋即升

空作业。王小兰说：“今年种了 2000 亩

优质稻，种子好，防治及时，预计每亩

能增产 10%。”

“政策到田间，服务跟得上，好种子

就能长出丰收粮。”遂川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副主任袁华生说，全县 230 多名

农技员下到村组“问诊”，病虫防治、绿色

植保等技术落到田畴，护航良种生长。

看全国，近 55 万农技推广人员进

村入户，畅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新品种、新农艺落地生根，大大提升了

农业效益。通过推广配方施肥、种肥同

播、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2020 年，水

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化肥

利用率分别达到 40.6%、40.2%，助力粮

食连年丰收。 （下转第十三版）

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60%，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1%

农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常 钦 毕京津 高云才

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

神 财 富 ，是 激 励 我 们 奋 勇 前 进 的 强 大 精 神 动

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

涵，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

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

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

的政治品格”，强调“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

发扬光大！”

回望近代中国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家

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

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

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

国 先 进 分 子 指 明 了 方 向 ，中 国 共 产 党 应 运 而

生。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中国共

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所形成的伟大建党

精神成为引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

路上一切风险挑战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历

史深刻证明，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

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

走向伟大复兴。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

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

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上

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

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

的惨烈牺牲。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

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

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

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饱经磨难而

风华正茂，从成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

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 100年的

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

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

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

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兵团精神、雷锋精神、

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

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

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

精神等伟大精神，形成了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

政治品格的精神谱系。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跨

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

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

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

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

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这一系列伟大

精神，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

密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

贵精神财富，是全党同志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

魂，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

向的丰富源泉，是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强盛、民族复兴

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

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必

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鼓作气、继续奋斗，

必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

脉，决不能丢掉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决不能丢

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

传统，决不能丢掉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全党同志要用党在百年

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

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努

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业绩，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

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 。 今

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

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

吹响。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始终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

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我们就一

定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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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工”字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就如同穿行在历史

的长河中，行走在广袤的大地上。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

前景光明。连日来，前来参观展览的干

部群众，在一幅幅老照片和一件件珍贵

文物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在真理的

力量和历史的逻辑中凝神思考，豪情

满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

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

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

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

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

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

大复兴。”

参观者一致认为，有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

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

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

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

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

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

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

辉煌。”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

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

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展览中，这首革命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

平山民谣，让参观者陷入沉思。

动人心弦的歌词，彰显了人民对党

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无限信任，中国共产

党强大的感召力从哪里来？

一张巨幅照片引人思考。照片中，

一位戴棉帽、穿棉袄的老者站在高处，

正以漂亮的毛笔字体，在刷白的土墙上

写字，内容是《中国土地法大纲》，身旁

站满了欢天喜地的群众。

1947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批准发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区迅速形成土

地改革热潮。耕者有其田，千年的理想

实现了，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了保护革

命果实，踊跃参军，积极支前。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为

什么被称作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为什么说“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

车推出来的”？党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永

远跟党走。这就是真实而生动的注脚。

展览中这样的细节很多，都在昭示

一个朴素的道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

的心。广大人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 幅 巨 大 的 油 画 引 得 大 家 驻 足 。

画的名字叫“决策出兵”，生动再现了当

年中国党和政府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的

历史场景。

抗美援朝无疑是一次以非凡气魄

和胆略作出的历史性决策。“打得一拳

开，免得百拳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

作战， （下转第十二版）

无 限 光 明 的 伟 大 事 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侧记之五

本报记者 刘维涛 张 洋 江 琳

走进乡村看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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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①

思 想 之 旗 领 航 向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第五版

本报北京 7月 18日电 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国家大剧院精心

复排新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

13 日至 18 日精彩亮相。18 日晚，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观看演出。

当晚，指挥家李心草执棒，女高音

歌唱家雷佳、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等七

位主要演员与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

合唱团、管弦乐团及中央民族乐团的艺

术家们，共同为观众讲述了革命时期共

产党员坚定信仰、不畏牺牲的感人故

事。伴着扣人心弦的戏剧情节，一个个

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或如泣如诉、或激

昂澎湃，一个个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真

实可感，引领观众感悟共产党人矢志不渝

的初心使命，重温中国共产党筚路蓝

缕、开创伟业的峥嵘岁月。

《党的女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

总政治部歌剧团于 1991 年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创排演出，是上世

纪九十年代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

成果，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经典歌

剧之一。剧本根据 1958 年同名电影文

学剧本改编，阎肃（执笔）、王俭、贺东

久、王受远编剧，王祖皆、张卓娅、印青、

王锡仁、季承、方天行作曲，由彭丽媛、

杨洪基等歌剧表演艺术家完成首轮创

演，成功塑造了第一代“田玉梅”、“七叔

公”等经典舞台人物形象，堪称民族歌

剧的典范。

丁薛祥、黄坤明、蔡奇和苗华观看

演出。

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相关负责

同 志 ，首 都 各 界 观 众 约 1500 人 观 看

演出。

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
王沪宁出席观看

今年上半年，累计开行 7377列

从量到“势”，中欧班列竞争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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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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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交汇之处，

泛白的盐碱地上，一排排架起的光伏发

电板如蓝色波浪般延伸。4 米多高的发

电板下，是齐整的大棚和翠绿的菜地，

“架其光伏农场”6 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

分外醒目。

这里是吉林省白城市镇赉镇架其

村。“谁能想到呢，这大片盐碱地加上太

阳光，还能挣钱！”75 岁的村民白景华笑

着说，“我现在还负责村里的保洁工作，

工资一年 6000 元。”

得益于光伏产业，白景华等 118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村里一年增

收 60 万元，可稳定增收 20 年。”镇赉镇副

镇长兼架其村党支部书记吕凤波介绍。

在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开展分散式

光伏开发试点，壮大村集体收入，吉林

新能源乡村振兴示范工程正迈出坚实

步伐。

吉林地处高纬度地区，土地平阔，

是国内风能、太阳能资源最优越的区域

之一。目前，全省风能、太阳能等新能

源开发率仅为 8%，发展空间广阔。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拿出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施工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

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

之上”。按照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十

四五”开局，吉林省大力发展风电、光伏

等新能源产业，将建设消纳、外送、制氢

3 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力争到

“十四五”时期末，风电、光伏发电装机

规模达到 3000 万千瓦。

走进通榆县三一风电装备技术有

限公司主机中心车间，工人们正在紧张

作业，巨大的风机部件变桨和机舱罩让

人仰视。“以前，塔筒高80米，叶片长40 米；

现在，塔筒有 140 米高，叶片有 80 多米

长，每分钟发电量提高 4 倍多。”车间主

管何昂介绍，“不仅机型更新迭代，风机

国产化率也达 100%。”

伴 随 着 华 能 、大 唐 等 能 源 开 发 企

业，三一集团等能源装备制造龙头企业

的陆续进驻， （下转第七版）

吉林吉林 绿能涌动助振兴绿能涌动助振兴
本报记者 孟海鹰

近年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坚持“保护优先、科学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原则，大力推进普者黑国家湿

地公园建设，保护和恢复当地喀斯特湿地生态系统，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多赢。

图为日前，美丽的普者黑国家湿地公园内山水林田湖草融为一体。 李茂颖 熊平祥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