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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苏区的红土地孕育了革命，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革命根据

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

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

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

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

涵的苏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井冈山精神

和苏区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永远

铭记、世代传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

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

治本色。”

1931 年 11 月 7 日 至 20 日 ，中 华 苏 维 埃 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谱写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

设的新篇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

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在极为艰难的革

命环境、非常险恶的斗争形势中锤炼锻造的苏

区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

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

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

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的：“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

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

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不竭精神动力。”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

史，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历史和近代中国革命斗

争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页，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

科书，广大党员、干部应该不断从中得到教益，

受到启迪，获得力量。“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

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方志敏牺牲前留

下的铮铮誓言，彰显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

伟力。“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

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至今传唱的兴

国山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艰

苦奋斗精神。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历尽千辛万

苦寻找党组织继续干革命，不动用分毫党的经

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的故事，展现

了为政清廉、取信于民的高尚情操……许许多

多这样的共产党人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艰苦、

不怕坐牢，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真正做到了为

主义和信仰而奋斗、而献身。实践证明，由坚

定的政治信仰产生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是

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

我们正在从事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们党已经

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

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回

顾走过的历程，波澜壮阔、非同寻常；展望未

来 的 征 途 ，前 景 光 明 、任 重 道 远 。 奋 斗 新 时

代、奋进新征程，要牢记初心使命，大力弘扬

苏区精神，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

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

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增进群众

感情，践行群众路线，锤炼忠诚干净担当政治

品格，当好人民勤务员，为完成新时代党的历

史使命而努力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要坚定信念，筑

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补足精神之钙；

要求真务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

效；要一心为民，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要清正廉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

做事；要艰苦奋斗，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

笃定前行；要争创一流，争做楷模，创造第一

等工作；要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

顾大家。

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

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

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我们不畏

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弘扬苏

区精神，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汲取信仰力

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我们就一定

能带领亿万人民乘势而上、接续奋斗，风雨无

阻、勇毅前行，在新征程上书写新的更大奇迹、

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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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潍坊市是全国重要的农产

品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改革开放

后，这里探索出了贸工农一体化、农业

产业化经营等经验。今天的潍坊，有

领跑全国的设施农业，有创下单产纪

录的海水稻基地，有国家级农业开放发

展综合试验区，还有寿光蔬菜、青州银

瓜、潍县萝卜等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

优质品牌农产品，现代农业特质愈发

鲜明。

数据显示，平均每分钟就有 8526 公

斤蔬菜从潍坊的寿光销往各地，全国新

建 的 蔬 菜 大 棚 一 半 以 上 都 有 寿 光 元

素。2020 年，潍坊市蔬菜出口量占全国

1/8，禽肉出口量占全国 1/6，农机总产

值占全国 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

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业现

代化之路怎么走？曾经在农业产业化

上先行一步的潍坊，又在努力探索。

给农业现代化
插上科技的翅膀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

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农业

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

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

科技的翅膀。

对 于 科 技 的 力 量 ，潍 坊 农 民 感 受

深切。

从卫星地图上看寿光，白色斑点密

密麻麻，17.3 万座大棚星罗棋布。“30 多

年前，我们凭着冬暖式蔬菜大棚技术

‘ 一 招 鲜 ’，逐 步 发 展 成 全 国 的‘ 菜 篮

子’。”寿光市蔬菜合作社联合会会长崔

玉禄说。

然 而 ，随 着“寿 光 模 式 ”的 复 制 推

广，新的问题来了——全国许多地方都

在种大棚，寿光下一步怎么办？

实 际 上 ，寿 光 蔬 菜 面 临 的 问 题 ，

也 是 潍 坊 迈 向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一 道 必

答题。

“‘一招鲜’还要‘招招鲜’，靠拼资

源、拼投入不可持续，种植规模和产量

容易被别人赶超，农业的出路还要靠科

技。”潍坊市委书记田庆盈说。

咬定科技，潍坊围绕粮食、蔬菜、生

姜、肉鸡等 12 个产业集群，下力气搭建

创新平台，打造创新高地。在寒亭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5 个产学研平台围

绕潍县萝卜、寒亭西瓜攻关；在中国农

科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17 个课题组联

合攻关，一个个新品种在寿光大棚安

家；在落户潍坊的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

究院，第三代小麦杂交育种技术取得突

破性进展……

一个地级市，如何能集聚众多重量

级创新平台？

“在潍坊，政策、资金、服务都向创

新倾斜，实验室设在田间，科研紧密连

接市场，新品种能更快地推广到全国多

地。”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张圣平的回答，让人看

到潍坊的创新决心。

从源头上保障粮食安全。从发展

蔬菜基地到推动种业攻关，潍坊的种业

企业占山东省一半，自主研发 140 个蔬

菜新品种，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提

升到 75%。

关键技术不断突破。中国工程院

院士赵春江团队研发的新一代智慧大

棚，应用发明专利 120 多项，蔬菜佩戴

上传感器，潮汐灌溉、巡检病虫害等用

上机器人，破解了蔬菜大棚夏季高温期

不能生产的行业难题。

新品种、新技术如何从“试验田”走

向大田？

潍 坊 打 通 农 技 推 广“ 最 后 一 公

里”。用好田间、网络、基地 3 个课堂，

实施“百名专家联牧场”“千人联千社、

培强新主体”等工程，3000 多名农技推

广员常年活跃乡间，村村有包干技术人

员，户户享受技术服务。

寿光蔬菜大棚不断迭代升级，从当

年的小土棚，到下挖式卷帘棚，再到智

能物联网的“云棚”，从第一代已经发展

到第七代。科技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

农业转变。 （下转第十四版）

广 袤 沃 野 再 生 金
—山东潍坊从农业产业化迈向农业现代化的探索

本报记者 赵永平 王 浩 肖家鑫

本报福州 7月 25日电 （记者王珏、钟自炜、刘晓宇）7 月 25 日，记

者从正在福建福州举行的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悉：“泉州：宋

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据介绍，这是本届大会我国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由 22 处代

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其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

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完整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

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

泉州成功申遗后，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 56 处。（相关报道见第十

五、十六版）

泉州成功申遗

我国世遗总数达我国世遗总数达 5656处处

■奥运速递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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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间 正 道 开 新 篇

—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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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廷懋（左）和王涵在颁奖仪式上。

本报记者 王霞光摄

李发彬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谌利军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7 月 14 日上午，汽笛鸣响，1291 次

中欧班列满载着 50 个集装箱的货物从

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发往波

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从该口岸

出入境的第 1342 趟中欧班列。

“5 年来，中欧班列数量越来越多，

我们工作也一天比一天忙，虽然累，但

是特别有成就感。”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负责中欧班列在国内最后一次解编组

工作的调车长康鹏说。

线路越来越多，班次越来越密，覆

盖城市越来越广……中欧班列统一品

牌 5 年来，累计开行超 4 万列，合计货值

超 2000 亿美元，打通了 73 条运行线路，

通达欧洲 23 个国家的 168 个城市，为中

外数万家企业带来了商机，为沿线数亿

民众带来了实惠，彰显了作为国际公共

产品的地位和作用。

成为互利共赢的
桥梁纽带

“ 统 一 品 牌 5 年 来 ，中 欧 班 列（郑

州）年均增长率 45.5%，郑欧进口商店已

经 在 全 国 开 了 100 多 家 ，进 口 商 品 达

630 种，年销售额 10 亿余元，带动贸易、

包装广告、运输等产业链中小企业上万

家，形成‘以运带贸、以贸促运’的产业

互补良性发展格局。”河南省政府口岸

办负责人介绍，自 2016 年以来，依托中

欧班列，河南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白俄

罗斯、德国、比利时等 17 个国家建立进

口商品贸易合作关系，开展郑欧进口商

品进县区、进社区巡展活动 492 场，有

效助力了国内消费升级。

迎 进 来 ，也 走 出 去 。 依 托 中 欧 班

列，河南开行东方红拖拉机、信阳茶叶、

南阳香菇、商丘棉花等定制合作班列，

推 动 省 内 特 色 农 贸 产 品 走 出 国 门 。

2020 年 ，河 南 进 出 口 总 值 达 6654.8 亿

元，同比增长 16.4%，高于全国增速 14.5
个百分点。

河南只是依托中欧班列实现互利

共赢的一个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数

据显示，中欧班列运送货物货值占中欧

货物贸易的比重逐年提升，从 2015 年

的 1%增至 2020 年的 7%。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向欧洲发运

1199 万件、9.4 万吨防疫物资。

在四川成都，中欧班列综合重箱率

增 至 2020 年 的 96.3% ，货 源 品 类 从 手

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扩大到衣服鞋帽、

汽车及配件等 40 多个品类。

“依靠中欧班列，我们累计向波兰、

德国、荷兰等国发运防疫物资总重量

2.5 万吨、货值约 3 亿美元。”成都国际铁

路港党工委书记郑泉峰介绍，中欧班列

与跨境电商平台、物流平台、保税平台、

自贸试验区等融合发展，推动国外产品

“走进来”，我国产品“走出去”。2020年，

四川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

口额达 2454.9亿元，同比增长 24%。

在河北石家庄，首趟直通德国的中

欧班列（石家庄）于今年 4月开行，约 18天

便 可 由 石 家 庄 国 际 陆 港 到 达 德 国 汉

堡。“河北进出口企业需求旺盛，石家庄

物流集散能力在快速增强。”中国铁路

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邯郸货运中心副

主任苗建军说， （下转第三版）

统一品牌 5年来，累计开行超 4万列

中欧班列，联通中欧势头足
本报记者

奋 斗 百 年 路
启 航 新 征 程

同心奔小康

“快看这大鲤子，足有 20 多斤！”迎

着清晨的阳光，26 岁的渔民芦晓宇开始

直播捕鱼，渔网一撒一收，满舱的鱼儿

扑腾作响。3 个小时下来，直播观看量

近 16 万人次，鲜鱼销售额 5000 多元。

这里是黑龙江省抚远市乌苏镇抓

吉赫哲族村，地处乌苏里江边。江上捕

鱼、炒卖鱼松、鱼皮工艺……如今，村里

近 30名主播组成的直播队通过各类民俗

直播，帮助村民和渔民销售鲜鱼、鱼干、

农家土特产，年销售额达 500 多万元。

“以前，鱼卖不上好价钱。”说这话

的是村民曹丽伟，17 岁开始和父亲一起

下江撒网。曾经，传统渔业是抓吉村村

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可过度捕捞导致渔

业资源减少，“渔饭碗”难以为继。

2016 年起，抚远市开展“乌苏里船

歌旅游风光带”建设，抓吉村党支部看

准 本 村 风 光 带 节 点 优 势 ，确 定 了“ 渔

业+旅游”的产业发展思路。“走渔旅融

合的路子：渔业饭，不放手；旅游饭，抓

到手。”村党支部书记李少东说。

现在，仅有不到一成的村民开展捕

捞作业，鱼类品种、数量迅速恢复。不

久前，在驻村工作队支持下，村里成立

了渔业专业合作社，在全村统一收购、

加工、包装鲜鱼，引进物流企业定制包

装，线上线下结合，拓宽销售渠道。“渔

网连上互联网，一斤鱼能多卖 5到 10元。”

芦晓宇说。

抓吉村还打出组合拳，吃好“旅游

饭 ”。 从 建 设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综 合 文

化活动中心，到打造 58 家民族风情家

庭 旅 馆 、7 家 食 宿 娱 乐 一 体 化“ 渔 家

乐 ”旅 馆 、20 多 家 特 色 鲜 明 的“ 网 红 ”

民 宿 ，如 今 服 务 链 条 更 完 善 ，接 待 能

力明显提高。

基础设施的改造完善让村里换了

模样。“全村集中供水供热，无线网络

全覆盖，柏油路通到家门口。”2017 年，

曹 丽 伟 办 起 鱼 馆 ，“ 前 两 年 房 屋 租 金

全免。”

酸辣脆爽的刹生鱼、外香内脆的塔

拉哈（烤生鱼）、醇香软弹的鱼丸汤……

今年端午假期，曹丽伟的鱼馆天天爆

满，一桌难求。“3 天赚了 2000 多元。”

在抓吉村，这样的鱼馆还有 9 家。

大部分村民放下渔具，开起民宿、餐馆

和商店。旅游业逐渐成为村里的支柱

产业。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村接待

游客 1.5 万余人次，带动就业 40 余人，

旅游综合收入逾 300 万元。

不少游客是被这里的特色文化吸

引来的，为此，村里组织村民创办民俗

技艺专业合作社，聘请专家开展相关培

训。“咱这是走上了幸福路。”参加培训

的曹丽伟说。

抓吉村

渔旅融合渔旅融合 日子红火日子红火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张艺开

本报东京 7 月 25 日电 （记

者郑轶、李硕、季芳、刘硕阳）当地

时间 25 日，东京奥运会结束第二

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体育代表团

延续出色发挥，共获得 3金 1银 3铜。

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以 6 金 1 银

4 铜暂列奖牌榜第一位。

在跳水女子双人 3 米板决赛

中 ，中 国 队 选 手 施 廷 懋/王 涵 以

326.40 分 的 总 成 绩 夺 得 金 牌 ，让

中国跳水队在这一项目实现奥运

五连冠。

举重赛场连传佳音。在男子

61 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队选手李

发彬以抓举 141 公斤、挺举 172 公

斤 、总 成 绩 313 公 斤 夺 得 金 牌 。

在男子 67 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队

选手谌利军以抓举 145 公斤、挺举

187 公 斤 、总 成 绩 332 公 斤 再 添

一金。

此外，在射击男子 10 米气步

枪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盛李豪获

得银牌，杨皓然获得铜牌 。 姜 冉

馨 获 得 女 子 10 米 气 手 枪 铜 牌 。

赵 帅 在 跆 拳 道 男 子 68 公 斤 级 比

赛中夺得铜牌。

（相关报道见第十、十一版奥

运特刊）

第二个比赛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夺三金
跳水女子双人 3 米板实现奥运五连冠

拉林铁路正式通车满 1 个月，
为沿线地区带来生机活力

复兴号飞驰在雪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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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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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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