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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春 9月 11日电 （记者岳富

荣、李家鼎）黑土地上，绿畴茫茫。晨辉

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刘臣做完起飞前的

最后准备，掰动按钮，无人驾驶植保飞

机腾空直上，进行喷洒作业。

“瞅这长势！”看着手机传回的实时

画面，刘臣开心地说，“这是秋收前最后

一飞啦，今年保准又是个丰年！”

在吉林省榆树市八号镇，晨辉农机

合作社颇有名气：承包土地 300 亩、托

管 900 亩、代耕 9000 余亩。

“经营规模这么大，可离不开机械

化！”刘臣快人快语。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

三省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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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

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

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怎 样 给 黑 土 地 保 护 注 入 农 机 的

力量？

吉林省近年来提出“用农机保护性

耕作技术涵养‘黑土地保护’”的新思

路。2021 年，全省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

2875 万亩，比上年增长 55.2%，免耕播种

机发展到 3.5 万台。目前，全省耕地质

量平均达到 4.19 等，比 2015 年提高 1 个

等级。

在榆树市农业部门支持下，刘臣与

长春市农机研究院、农机企业的专家联

合攻关，在 2019 年开发出了“秸秆归行

条耕联合作业机”。“用上新机具，秸秆

不用挪、不用烧。最关键的，是把咱的

黑土地保住了。”

农机大规模普及，离不开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茁壮成长。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要啥有啥！”

跟着刘臣走进合作社库房，只见免耕播

种机、秸秆归行条耕机、大马力拖拉机

等堆得满满当当，“一共 70 台，每年都

在更新。”

“这些‘宝贝’总价值 200 多万元，

政府补贴超过六成。”刘臣直言，政府对

农业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正是他不断扩

大生产规模的底气。

截至目前，吉林累计落实国家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 157.6 亿元，配套省级资

金 20.8 亿元；各类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超过 1 万个，其中，农机合作社有 6300
多个。截至目前，吉林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 91%以上。

步入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

展示厅，大屏幕上“繁星点点”。“一颗星

代表一个监测点，每个合作社的耕作情

况都一目了然，方便我们掌握全局动

态。”工作人员魏文介绍。

今年 4 月，“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智

慧云平台”正式启动，可实时查看任意

一家接入平台系统的合作社。截至目

前，系统监测面积达 1700 万余亩。预

计到明年，全省保护性耕作补助作业地

块就可实现远程监测全覆盖。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1%以上

吉林：农机化赋能农业现代化

本报北京 9月 11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

民银行近日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

（2020年）》（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普

惠金融服务重心更加下沉，产品创新更加活跃，供需

对接更加有效，金融基础设施更加健全，数字普惠金

融不断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基本建成了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报告》认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呈现活跃使

用账户拥有率持续增加、农业保险继续较快增长，

农村地区电子支付普及率快速提升、小微企业信

贷支持力度持续加大、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力度持

续加大等特点。《报告》显示，我国银行网点乡镇覆

盖率进一步提高，截至 2020 年末，全国银行网点

乡镇覆盖率达 97.13%，较上年稳步增加；平均每

万人拥有银行网点 1.59 个，与上年持平。

全国银行网点
乡镇覆盖率达 97.13%

“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第三

十七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

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勉励他们继续学

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同全

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

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

成长的引路人，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

贺和诚挚的祝福。

在学生眼里，老师是“吐辞为经、举足为法”，

一言一行都给学生以极大影响。黄大年怀揣“只

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的坚定信念，将满腔

热血全都献给了祖国的地球物理事业，让学生深

受感染，追求“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让生命为

祖国而澎湃”；张桂梅立下“豁出去一点，怕什么”

的誓言，扎根边疆教育一线 40 余年，不仅照亮了

大山女孩的梦想，也让学生立志“到艰苦的地方

去，到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好老师应该不断提

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

响和带动学生。

做好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

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和追求。日前，

10 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获表彰。他们当中，有

的心怀“学子未成才我寝食难安”而扎根乡村教育

24 年，有的为让孩子们“都能看见远方最美的风

景”而默默奉献，还有的立志“把这份家国情怀传递

给年轻学子”……只有取法乎上、见贤思齐，率先

垂范、以身作则，广大教师才能更好引导和帮助学

生把握好人生方向，担起立德树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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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中家的农家乐可热闹了，

院 坝 上 摆 满 了 餐 桌 ，他 一 边 在 厨

房 里 给 老 伴 打 下 手 ，一 边 忙 着 接

电 话：“需要订多少盆牡丹花？要

丹皮吗？”香气从厨房传到堂屋，一

道丹皮鸡摆上了桌，“咱家招牌，尝

尝吧！”

今年 65 岁的黄清中，在重庆市

垫江县太平镇牡丹村种了几十年牡

丹。在垫江花农眼里，牡丹是花更

是“药”——最值钱的是可入药的丹

皮。垫江丹皮质量产量均居全国

前列，享有“川丹”美誉。

然而丹皮生长周期较长，5 年

一采，满打满算一年的收入也不算

高。为推动产业长远发展，促进村

民持续增收，近年来，垫江县深入挖

掘牡丹文化，着力提升牡丹旅游的

影响力。

2018 年，太平镇引入专业公司

建设牡丹园景区。听说建设牡丹园

需要流转自家土地，黄清中直摆手：

“不得行！不挖丹皮，靠啥子吃饭？”

为解决“黄清中们”的顾虑，镇上

村里的干部合计，先在一个小山头上

试点示范，做出效果给大伙儿看。

换了新路子，改变看得见。修

好路，搭好台，引入 40 多个新品种，

太平镇牡丹园打出了知名度。“到了

赏花期，村道上车子都走不动！”黄

清中没想到，园子修好，人气旺了，

外地客商也慕名而来，纷纷找上门

来买牡丹苗。

“以前只盯着丹皮，现在有了更

多营生。”黄清中流转出 8 亩地，自

家留下 2 亩，做起育苗生意，一年能

赚五六万元。

“春天能赏花，入了秋卖苗子和

丹皮，黄清中家的牡丹盆景卖到了

全国。”一旁的牡丹村党支部书记张

娜介绍。

如今，牡丹园已成为 4A 级旅游

景区，乡亲们还能在景区里务工。

张娜联合大家成立了劳务公司，由

村干部跟景区对接用工量。

“现在收入翻了番，再也不用靠

天吃饭了。”看到村里变了样，早年

在县城务工的李庆兰也回到牡丹园

上班。有了稳定收入，回来的村民

越来越多，村子里又热闹了起来。

“我们依靠技术延长花期，同时

开发休闲项目，四季皆可游。目前

综合年收入约 1000 万元，带动本地

500 多人次就业。同时推动周边村

子发展以牡丹为主题的餐饮、住宿

等 文 旅 产 业 。”景 区 负 责 人 孟 凡

旭说。

今年，垫江县牡丹文化节期间

共接待游客 392 万人次，全县实现

旅游收入 26.6 亿元。2 万多亩牡丹

花发挥出独特的经济价值——在深

加工产业链上，花瓣被做成糕点，酿

成酒；花籽榨出油；丹皮入药；鲜切

花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各地。

重庆市垫江县—

牡丹花铺满致富路
本报记者 常碧罗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同心奔小康

“十四五”，我们这样开局起步

初秋时节，岭南大地花繁叶茂，深圳湾

畔天朗气清。

2021 年 9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改革开放方案》发布，为前海这个“特区中的

特区”更上层楼，擘画了崭新前景。

开 发 建 设 前 海 深 港 现 代 服 务 业 合 作

区 ，是 支 持 香 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提 升 粤 港

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

举 措 ，对 推 进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建 设 、支 持 深

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增

强 香 港 同 胞 对 祖 国 的 向 心 力 具 有 重 要

意义。

千帆一道带风轻，奋楫逐浪天地宽。

从规划定位到开发建设，从探索路径

到形成模式……前海合作区阔步前行的每

一步，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

推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心支持下，前海合作区建设突飞猛进，成为

“一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试、引领制度创

新的“策源地”。

“精耕细作，精雕
细琢，一年一个样”

三赴前海，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为合作区建设把脉定向

走进绿意盎然的前海石公园，沿着波

浪标图的通道走到尽头，一块宛如“扬帆启

航”造型的巨型黄蜡石映入眼帘，石上镌刻

的“前海”二字遒劲有力。

站立石边，极目远眺。

一侧是飞虹般跨海的沿江高速，一侧

是错落有致的摩天大楼。这就是前海合作

区。经济总量迈上千亿量级并持续提升；

率先实施企业注册登记“证照分离”、注册

资本认缴制、进口商品全球溯源核放……

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 645 项，在全国复制

推广 65 项。

从一片泥泞滩涂到满眼繁华都市，前

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把脉定向。

习近平总书记与前海的“缘分”，始于

2010 年。

这一年的 1 月 9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一份

关于对深港合作开发前海地区的意见上作

出批示。4 月 7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北京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习近平

同志出席签署仪式。

2010 年 8 月 26 日，国务院批复《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从此，这块全新的填海区域拥有了自己

的名字。

风拂南粤，潮涌珠江。

在前海合作区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岁月里，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挂念着这片年轻的“改革试验田”。

2012年 12月 7日，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考察，第一站就来

到这里。

前海石旁，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改革

开放再出发的号召。他深情寄语前海：“精

耕细作，精雕细琢，一年一个样，一张白纸，

从零开始，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

2018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迎来改革开

放 4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前

海。昔日滩涂，已是树影婆娑、绿草如茵、

高楼林立。

在前海石前，习近平总书记同前海建

设者和见证者代表共话沧桑巨变。他深有

感触地说，发展这么快，说明前海的模式是

可行的，要研究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向全国推广。

“ 生 机 勃 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专门提及深圳

前海，再次予以肯定。

2020 年 10 月 14 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选址前海国际

会议中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亲临

前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对深圳改

革开放、创新发展寄予厚望。谈及积极作

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

声声嘱托，殷殷期望。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改革开放方案》的编制工作，得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强化前海合

作发展引擎作用。适时修编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研究进一步

扩展前海发展空间，并在新增范围内实施

前海有关支持政策。”

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的意见》发布，要求进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不断提升对港澳开放水平。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审议后呈报国务院的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

革开放方案》上圈阅，并于 3 月方案提请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传签审批时，再次

作出重要批示。

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审议方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明确要求，强调前海的发展有利于促

进粤港、深港合作，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有利

于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经验示范。

磐石搏浪，风正帆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指引下，前海合作

区充分发挥特区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实现了“一年一个

样”的惊人蜕变。而今，前海正全力书写新的奋斗篇章。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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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西西北大石山区的都安瑶族自治县，全县总面积 4000 多平方公里，石山面积占

89%，交通较为不便。近年来，当地不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崇山峻岭间开山凿石，建

设了一条又一条脱贫路、小康路、振兴路。图为都安县菁盛乡境内红水河两岸的公路。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石山通途

近日，位于河北省张

家口市崇礼区的北京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地

面铺装、绿化装饰等工程

完工。颁奖广场总占地面

积约 1.2万平方米，北京冬

奥会期间，这里将举行颁奖

仪式及庆祝演出等活动。

图为冬奥颁奖广场概貌。

武殿森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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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把每一个孩子的人生梦想点亮
—致敬全国 290多万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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