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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9日电 7月 19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东盟轮值主席国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纪念中国

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

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过去 30 年

来，中国和东盟各国风雨同舟、砥砺前

行，为各国以及地区稳定发展繁荣作出

了重要贡献，树立了亚太地区合作的标

杆和典范。去年以来，中国和东盟携手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彰显了守望

相助、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精神。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和东盟关系

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中方愿同东盟一

道，携手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

系，建设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更好

应对未来地区和全球性挑战，造福双方

11 国 20 多亿人民。

哈桑纳尔在贺电中代表东盟对双

方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和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致以衷心祝贺，表示东盟和中

国关系 30 年来取得丰硕成果，已成为

最 具 战 略 性 和 全 面 性 的 伙 伴 关 系 之

一 。 双 方 携 手 抗 疫 合 作 ，在 经 贸 、人

文 等 各 领 域 交 流 合 作 不 断 深 化 。 感

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相信

东盟—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将为双方人

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就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

李克强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

导
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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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

坚持选贤任能 激励干事创业
第十九版

树立奥运标杆 共创美好未来
—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200天之际（下）

第十三版

（一）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

“你诞生在一百年前风雨飘摇，

从不怕迎面而来的浊浪滔滔……我

沐浴着新时代的温暖阳光，从不曾

记忆模糊地将你遗忘”，修葺一新

的中共一大会址前，上海小荧星合

唱团唱响一首《百年号角》。悠扬

旋律、天籁童声，穿越百年风雨，唱

出薪火相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振衰微于亡国灭种之

际，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建共和于革故鼎新之时，兴百业

于一穷二白之上，倡改革于曲折前行之途，成小康于砥砺奋进

之中，煌煌然成复兴之大气象……”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

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堪称伟大。

百年风雨，多少悲壮，多少豪迈，多少光荣。

一百年前，很少有人能想到，那场从上海石库门紧急转移

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会议，尽管当时“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

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却成为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一个初创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的组织，会发展壮大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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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疑问正在变为赞叹，时间已经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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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 书记精辟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深刻揭示了

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密码。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精神

的种子里，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基因，更标定我们“走向

何方”的路标。

1921—2021，一个世纪的伟业辉煌创建；从石库门到天安

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部精神的史诗壮丽书写。在求索和

追寻中熔铸，在奋斗和牺牲中砥砺，在奉献和担当中淬炼，伟

大建党精神，贯穿于百年征程，彪炳于万里江山，锤炼出中国

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引领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航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二）精神是历史的升华，历史是精神的展开。

自 1840 年以降，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陆

沉，“中国的痛苦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为了

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

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烟尘。

举目四望，“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

莽莽神州，谁救中国？环视四周，“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

到了极处”，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在雪夜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

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来。李大钊同志呐喊：“冲决历史之

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毛泽东同志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1921 年 6 月 29 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

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这 5 个圆圈，是

为了避免反动派搜查而特意写下，切切而又郑重地代指“共产

主义者”。发端于上海石库门的“全国共产主义者之招”，如惊

雷、似闪电，划破漫漫长夜。

据不完全统计，自 1911 年武昌起义至 1913 年底，国内新

成立的公开团体有 682 个，其中政治类团体 312 个，仅上海一

地就有 99 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

上去是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

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

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

越时空的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建党

伟业时，答案就已蕴藏在卓尔不凡的伟大精神之中。

从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与期待，到“根本的一个方

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决断与勇毅，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

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

义者犹如播火者，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

复兴希望，展现着一个政党的行动逻辑、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

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一个政

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

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

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什么——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

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党

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

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

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

们党坚毅前行”；

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了救国

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

出一切牺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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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

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

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们

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

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

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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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从长征的

血战到抗日的烽烟，从建设的探索到改革的攻坚，从发展的

事业到复兴的伟业，当中国共产党从小小红船发展成为领航

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当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中国人民身处“最有理由自信”的

伟大时代，伟大建党精神，正是百年辉煌背后的“源代码”“根

目录”。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只有回溯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才能洞察百年风华正茂的奥秘；只有找

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根，才能理解立志千秋伟业的雄心。

（三）“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开馆。“真理的味道”展

陈前，“镇馆之宝”72 种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吸引众多参观者

驻足。一百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

思主义；一百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

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 （下转第二版）

恢 宏 史 诗 的 力 量 之 源
—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任仲平

“今年新打的麦子籽粒大，水分也

合 适 ，平 均 一 亩 地 产 量 在 1200 斤 以

上。”在河南省浚县，国兵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熊秀杰刚忙完麦收，又接茬播

种玉米，“夏种晚一天，秋收晚十天，夏

粮颗粒归仓，秋粮也不能落下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住

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

紧。”“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三

产融合发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

粮 安 天 下 ，农 稳 社 稷 。“ 十 四 五 ”

开 局 之 年 ，我 国 夏 粮 喜 获“ 十 八 连

丰 ”，夺 取 全 年 粮 食 丰 收 基 础 牢 。 国

家统计局 7 月 14 日公布的全国夏粮生

产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2916 亿 斤 ，比 2020 年 增 加 59.3 亿 斤 ，

增长 2.1%。

掂一掂麦粒，是沉甸甸的分量。夏

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了。粮食生

产首战告捷，为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赢得主动，为“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 展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提 供 了 有 力

支撑。

“会种地”变为“慧种
地”，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整体提升，提高

了粮食生产效率。

今年“三夏”生产，推动机收减损是

我国农业从“会种地”向“慧种地”进军

的集结号。

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苏坦村的麦

田里，10 台联合收割机一字排开，农机

手们顺次进行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

武。“一台联合收割机能顶 100 个熟练

劳动力，农机手们苦练操作技能，最大

限度利用机械化优势降低损耗。”滕州

市鑫剑农机合作社负责人杨福军说，

“机收时要根据小麦的成熟程度调整收

割机筛箱和拨禾轮转速，尽量匀速前

进，避免粮食颠簸倾洒。”

——抓重点，机收减损促增收。

“ 九 成 熟 ，十 成 收 ；十 成 熟 ，一 成

丢。选准机收时机是关键。”在河南省

产粮大县滑县白道口镇西河京村的大田

里，忙着收获的粮农黄国兴说，小麦最佳

收获期是蜡熟期或完熟前期，此时作物

含水率约 15%—25%，收获损失最少。

为了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各地的农

机手和服务主体站好最后一班“收获

岗”。当前，全国小麦、水稻、玉米机收

水平已分别达到 97%、94%和 78%，抢抓

农时降低机收损耗效果明显。中国人

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

智说：“机收减损是颗粒归仓的关键，如

果把小麦机收损失率降低 1 个百分点，

全国就能挽回粮食 25 亿斤以上。”

——抓全程，机收作业提质量。

“实现机收减损的目标，需要抓住

机收全程管理。”河南省浚县农机局局

长张善伟说，在机收全程把收获时机、

机具性能、机手操作水平这些因素有效

地统筹在一起，就能最大程度避免漏

割、堵草、跑粮情况，“一亩地减损 10 斤，

3000 亩地就是 3 万斤啊！”今年河南利

用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新增联合收割

机约 5000 台，累计检修各类机械 302 万

台，培训农机人员 16.6 万人。

千方百计提高收获质量。今年“三

夏”期间，各地投入麦收的联合收割机超

过 60 万台，其中约 25 万台参与冀鲁豫苏

皖等多省跨区作业。机手规范操作，不

断优化收获技能，多地机收损耗降低 1个

百分点以上。 （下转第八版）

夏粮喜获“十八连丰”，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牢

“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
本报记者 高云才 郁静娴

7 月 10 日，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

综合试验区在宁夏正式挂牌。这是全国首个针

对特色产业的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也是国务院

批准设立的西部第一个国家级农业类开放发展

综合试验区。

这得益于宁夏葡萄及葡萄酒产业的深厚积

淀。目前，仅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品牌价值

就达数百亿元，年吸引游客约 100 万人次。

这是宁夏近年来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2020 年 6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要把保障黄河长治久

安作为重中之重，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治理工

程，统筹推进两岸堤防、河道控导、滩区治理，推

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

和环境治理，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

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宁夏守好改

善生态环境生命线，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一幅“塞

上江南”的美丽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生态优先，护好绿水青山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废弃的矿产采空区，我

们见证了这方土地的巨变。”贺兰山下，经营志辉

源石酒庄的袁氏兄弟感慨道。

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因富藏煤炭、

硅石等资源，大规模开采令本就脆弱的贺兰山生

态日益恶化。2008 年，袁氏兄弟承包下 2000 多

亩坑地，利用砂石采空区的错落地势和自然落差

建设酒庄，还在 6000 亩废弃砂场上植树造绿、修

复生态。

2014 年，银川市政府投资 6 亿元，联合酒庄在

原废弃砂场上建设贺兰山运动休闲公园。志辉

源石酒庄总经理袁园告诉记者，2018 年公园正式

对外开放后，已经累计接待游客 40多万人次。

从废弃的矿坑到宜人的公园，是宁夏壮士断

腕、大力整治生态环境的生动缩影。宁夏回族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崔奇

鹏介绍，4 年来，宁夏先后累计投入各类资金近

100 亿元，治理修复面积达 200 平方公里，完成了

贺兰山东麓保护区内 169 处人类活动点的治理，

83 处矿业权全部退出，实现了保护区再无矿山

开采活动、保护区外围重点区域再无野蛮露天开采矿山，贺兰

山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宁夏统筹推进饮用水源、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镇污水、

农村排水“五水”共治，黄河干流宁夏段水质连续四年实现Ⅱ
类进Ⅱ类出水质，劣Ⅴ类水体全面清零，15 个地表水国家考

核断面全部不低于国家标准，入黄泥沙量由 1 亿吨减少到

2000 万吨。

梯田层层绿满山，绿水青山披锦绣。塞上

山川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巨变，实现了生态、

经济、社会效益共赢。

“宁夏得益于黄河的滋养和恩惠，保护黄河

义不容辞、治理黄河责无旁贷。”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润儿说，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是

切实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历史责任，也是提升

宁夏发展质量的必然选择。

创新驱动，重塑发展引擎

参观现代化的枸杞加工车间，探访枸杞技

术研发中心，了解枸杞原浆、枸杞冻干粉、枸杞

籽油等精深加工产品……进入暑期以来，位于

银川的宁夏枸杞博物馆内游客络绎不绝。

“数据显示，去年宁夏百瑞源枸杞及枸杞制

品成交量同比增长 19.4%，为近几年增幅最高。”

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姚卫鹤

介绍。

依靠枸杞汁常温保存生产工艺、枸杞全粉

冷冻升华干燥工艺等一系列自主研发工艺技术，

宁夏枸杞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目前，宁夏从事枸杞深加工的企业超过 240 家，

枸杞鲜果加工转化率达到 25%。

2020 年 9 月，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第一次推进会上，宁夏明确将

电子信息产业、新型材料产业、绿色食品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葡萄酒产业、枸杞产业、奶产业、

肉牛和滩羊产业、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未来经济

发展的重点，建立了每个产业“一个班子、一本

规划、一套政策”的工作机制，推动产业结构改

造、绿色改造、技术改造、智能改造。

2021 年 6 月 29 日，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

交换中心落户宁夏中卫市，这是继杭州、深圳后

第三个落地的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电力资源充沛，地质构造稳定，全年大气

环境优良天数 280 天以上，中卫发展云计算和大

数据产业条件得天独厚。”中卫市云计算和大数

据发展局局长冯旭说，落户中卫的数据企业能

源效率值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目前，我们已

建成大型云计算中心 6 座，还有 4 座正在建设中。”

2020 年，宁夏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 56.11%，提升幅

度居全国前列。今年一季度，宁夏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上

年同期 18.5 个百分点，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76.3%，

高新技术制造业和工业技改投资分别增长 32.5%和 23.5%。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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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早稻渐次进入收割

期。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迎

来早稻丰收，当地农民抓住晴

好天气抢收早稻，并提高机收

作业质量，着力降低损耗，努

力实现颗粒归仓。

图为上高县新界埠镇洲

上村村民在收割早稻。

陈旗海摄（影像中国）

早稻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