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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让这片土地长出金

子来”。自 2015 年起，四川凉山

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华阳村四任第

一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整治村

容村貌，完善道路、排水等基础设

施，大力发展产业，终于让偏远山

村换新颜、百姓齐脱贫。在我国

广袤农村大地上，无数党员、干部

接力谋脱贫、促振兴，描绘出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图景，刻

写下新时代共产党人“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各 级

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不要搞急功

近利的政绩工程，多做一些功在

当代、利在长远、惠及子孙的事

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全面从

严治党纠治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

痼疾，到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再到始终

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一系列重

大方针政策、重大举措、重大工

作，有力诠释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的 历 史 担 当 ，为

全 党 树 立 起 正 确 政 绩 观 的 鲜 明

标杆。

从思想境界看，正确政绩观

要求跳出个人利益考量。老英雄

张富清，从部队转业后就像一块砖，哪里有党的事业需要就

往哪里搬，从粮食局到三胡区，从卯洞公社到外贸局，最后

再到建设银行，不求显赫、不为功名，踏踏实实把每一项工

作做好。功成不必在我，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大我和小我

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

系。想要干事、想出政绩是对的，但不能为了出政绩都要自

己另搞一套。正确政绩观意味着，胸中要有大局，眼中要有

大我，看淡个人名与利，不因付出索回报，不为闻达而钻营。

从个体价值看，正确政绩观要求履行好个人责任。功

成不必在我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需要以功成必定

有我的担当精神积极作为、正确作为。干部就要有担当，

“芝麻官”照样有“千钧担”。凡是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不

管能不能在自己手中开花结果，都要积极地做、科学地做。

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不管能不能

在自己任期内出成绩，都毫不动摇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誉。

从历史耐心看，正确政绩观意味着保持历史耐心和战

略定力，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抓未成之事。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无论是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还是推进能源低碳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很

多事业的推进都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需要谋划长远、干在当

下。共产党人抓任何工作，都要有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耐

心和定力。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

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

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

要写入历史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历史担当，折射新时代共产党人志在千秋伟业的远大追

求。当下，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

伟大事业。增强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的责任感，多

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好事，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历史和人民必将铭记我们

这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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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

述 ，按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有关部署，根据《出版

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有

关安排，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

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

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 见 围 绕 加 快 推 动 出 版

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

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坚持系统

推进与示范引领相结合的总

体思路，从战略谋划、内容建

设、技术支撑、重点项目、人才

队伍、保障体系等 6 个方面提

出 20 项主要措施，对未来一个

时期出版融合发展的目标、方

向、路径、措施等作出全面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提出，要围绕坚持正

确发展方向、科学设定发展目

标、统筹规划发展布局，加强

出 版 融 合 发 展 战 略 谋 划 。 要

立足扩大优质内容供给、创新

内容呈现传播方式、打造重点

领域内容精品，强化出版融合

发 展 内 容 建 设 。 要 着 眼 加 强

前沿技术探索应用、促进成熟

技术应用推广、健全科技创新

应用体系，充分发挥技术对出

版 融 合 发 展 的 支 撑 作 用 。 要

聚 焦 优 化 提 升 重 大 工 程 实 施

效 果 、着 力 打 造 重 点 品 牌 项

目、做 强 做 优 头 部 示 范 企 业、

加强重要成果展示交流，打造

出 版 融 合 发 展 重 点 工 程 项

目 。 要 围 绕 夯 实 人 才 培 养 基

础、强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激励、发挥企业人才建设主体作

用，建强出版融合发展人才队伍。要不断完善政策扶持

机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逐级抓好

贯彻落实，健全出版融合发展保障体系。

据悉，该意见是中宣部首次就出版融合发展领域专

门发布的政策文件，是对新时代深入推进出版深度融合

发展作出的全面安排，为出版单位探索融合发展新模式、

新业态、新领域提供了行动指引。此次意见发布，与国家

新闻出版署正在实施的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相互支撑，从

政策指引和重点布局方面共同发力，进一步形成推动出

版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政策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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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地间的壮美一幕。大漠戈壁，茫

茫黄沙，红白相间的巨型降落伞宛如盛开的

花朵，牵着返回舱缓慢降落，稳稳落在预定区

域。4 月 16 日，“太空出差”6 个月之久的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回

到了地球家园，空间站阶段第二次载人飞行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任务目标完成，正式进

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在第七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载人

航天的重大进展振奋人心。过去的一年里，

中国航天砥砺奋进，勇攀高峰，逐梦太空的脚

步行稳致远。2021 年我国共实施 55 次发射任

务，发射次数位居世界首位；以载人航天、月

球探测、火星探测为代表的航天重大工程捷

报频传；航天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商业航天取

得新进展，中国航天正不断书写探索太空的

新篇章。

“祝融”探火、“羲和”
逐日、“天和”遨游星辰，
航天重大工程成就斐然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2021 年 11 月 7
日，阔别天河 13 年后，翟志刚的声音再度由

太空传回地面。“我一会儿出舱，感觉良好！”

王亚平说。身着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成

功出舱的她，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

第一步。“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叶光富的

回答令人忍俊不禁。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也因此被称作“感觉良好”乘组。

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自信从容，映射出中

国 航 天 在 自 主 创 新 牵 引 下 的 跨 越 式 发 展 。

2021 年，中国航天一次次飞天逐梦，一次次

将梦想变为现实，创造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

成就。“祝融”探火，在遥远的火星留下了属于

中国的印迹；“羲和”逐日，实现了中国太阳探

测零的突破；“天和”遨游星辰，把家园拓展至

浩瀚星空……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深空

探测能力显著提升。从地月系到行星际，我

国迈出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飞越 4
亿多公里的深空，2021 年 2 月 10 日，天问一

号 探 测 器 顺 利 进 入 大 椭 圆 环 火 轨 道 ，成 为

中 国 第 一 颗 人 造 火 星 卫 星 。 5 月 15 日 ，探

测器成功着陆火星，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

的印记。5 月 22 日，祝融号火星车开始巡视

探测，100 天行驶距离突破 1000 米。 6 月 11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

图发布，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

程 碑 意 义 的 进 展 ，彰 显 出 中 国 航 天 的 创 新

自信。

中国空间站完成阶段性目标，载人航天

实现新突破。2021 年 4 月 29 日，中国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建

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5 月 29 日，天舟二号

货运飞船成功发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于天

和核心舱。6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升空，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成为中

国空间站首批“访客”。9 月 20 日，天舟三号

货运飞船升空并与天和核心舱及天舟二号

货运飞船组合体交会对接。 10 月 16 日，航

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乘坐神舟十三

号 载 人 飞 船 升 空 ，成 为 中 国 空 间 站 第 二 批

“访客”。多次出舱、太空授课、在轨实验……

太空中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让人印象深刻。

月球探测任务科学研究取得新进展，轨

道器与月球车任务刷新纪录。2021 年 3 月，

嫦娥五号轨道器成为中国首个进入日地 L1
点探测轨道的航天器，开展拓展任务。嫦娥

四号着陆 3 周年之际，玉兔二号月球车行驶

里程突破 1000 米。与此同时，嫦娥五号月球

样品研究工作不断推进，中国科学院发布最

新研究成果，证明了月球直至 19.6 亿年前仍

存在岩浆活动，填补了人类对月球晚期演化

历史认知的空白。

航天科技水平不断
提升，进入空间能力显著
增强

2021 年 12 月 30 日 0 时 43 分，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九号送

入预定轨道，为中国航天 2021 年发射任务画

上了圆满句号。2021 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

次数达 55 次。

中国航天高密度发射的背后，不仅是数

量的变化，更是发射能力的提升，是航天科技

勇攀高峰、自立自强的集中体现。

突 破 400 次 ！ 2021 年 12 月 10 日 ，长 征

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 400，

成 为 中 国 航 天 发 展 历 程 中 的 又 一 里 程 碑 。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中国航天的舞台就

有多大。2021 年，我国运载火箭技术水平不

断提升，新型运载火箭投入使用，进入空间能

力日益增强。中国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实施

首次应用性飞行，长征七号甲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新一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型谱进一步

完善。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取得突破，为后

续运载能力再次跨越发展奠定基础。此外，

快舟系列火箭和民营航天企业研制的火箭

也精彩亮相，中国航天运载火箭的队伍更加

壮大和充实。

超过 500 颗！2021 年，中国航天应用服

务 继 续 取 得 重 要 进 展 ，在 轨 运 行 应 用 卫 星

数 量 超 过 500 颗 。 天 通 一 号 03 星 、天 链 一

号 05 星、风云三号 E 星、海洋二号 D 星……

一 颗 颗 卫 星 成 功 发 射 ，民 用 空 间 基 础 设 施

不 断 完 善 。 仰 望 星 空 ，以 中 星 、亚 太 、天 通

等 系 列 卫 星 为 代 表 的 通 信 广 播 卫 星 体 系 ，

以风云、资源、海洋、环境减灾、高分、天绘

等 系 列 卫 星 为 代 表 的 遥 感 卫 星 体 系 ，以 及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共同构成较为完善的

卫星应用体系，有力支撑了各行业、各区域

的 综 合 应 用 。 以 高 分 专 项 为 例 ，高 分 遥 感

数据广泛应用于国土资源调查、环境保护、

农 业 发 展 、林 草 监 测 、防 灾 减 灾 、气 象 预 报

等 领 域 。 航 天 科 技 惠 及 民 生 ，带 来 显 著 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

商业航天发展稳步推进。商业航天已经

成为中国航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部

门和地方相继出台政策意见，推动商业航天

从研制到发射、运营、应用的全产业链发展，

推动技术创新，赋能经济发展。2021 年，全

国商业航天有关企业超过 160 家，商业卫星

制造领域高速发展，参与机构不断增加，商业

发射服务领域取得新成绩。民营航天企业在

政策引导下，整合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继

续快速发展。

实施新的重大工程，
航天强国建设全面开启
新征程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国家航

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2022 年，中国航天蓝

图已经绘就，中国空间站将完成在轨建造任

务；探月工程四期、小行星探测重大任务正式

启动工程研制；深空探测国家实验室等系列

建设任务启动论证；全年计划安排发射任务

60 余次……中国航天强国建设全面开启新

征程。

“2022 年是完成空间站建造的决战决胜

之年，全年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实施 6 次发射

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

表示，建造中国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

室是实现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

要目标，是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

标志。

据介绍，今年将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轨

建造，以天和核心舱为控制中心，问天、梦天

实验舱为主要实验平台，常年有人照料的空

间站全面建成。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和神

舟十五号飞行乘组将分别完成在轨驻留 6
个月的任务。值得期待的是，两个乘组轮换

期间，6 名航天员将创造共同驻留空间站的

新纪录。

锚定航天强国建设目标，我国正式启动

新的航天重大工程，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

探测新征程。

未来五年，我国将实施探月工程四期，发

射“嫦娥六号”探测器，完成月球极区采样返

回；发射“嫦娥七号”探测器，完成月球极区高

精度着陆和阴影坑飞跃探测；完成“嫦娥八

号 ”任 务 关 键 技 术 攻 关 ，与 相 关 国 家 、国 际

组织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国际月球科

研 站 建 设 。 行 星 探 测 工 程 方 面 ，我 国 将 发

射 小 行 星 探 测 器 、开 展 近 地 小 行 星 采样和

主带彗星探测，开展火星采样返回、木星系探

测等关键技术攻关。论证太阳系边际探测等

实施方案。

此外，我国还将推进重型运载火箭研制，

研制发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建设近地小

行星撞击风险应对体系，培育太阳系边际探

测等重点项目，持续完善国家空间基础设施，

健全空间环境治理体系能力。

张克俭表示，今年航天日以“航天点亮梦

想”为主题，就是要弘扬航天精神、传播航天

知识，激励航天人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接力

航天强国建设。同时也激发全社会崇尚科

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理想信念，用航天

梦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我国迎来第七个“中国航天日”—

中国航天筑梦苍穹
本报记者 冯 华 余建斌

本报北京 4月 24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日前从生态环

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一季度，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总

体持续改善。

在环境空气状况方面，一季度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 83.8%，同比上升 2.9 个百分点；PM2.5 平均

浓度为 4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4%。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7.4 个百分点，PM2.5 浓度同比下

降 3.1%。但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

5.2 个百分点和 7.8 个百分点，PM2.5 浓度同比分别上升 7.0%
和 13.6%。

在水生态环境状况方面，一季度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

质断面比例为 88.2%，同比上升 5.2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

面比例为 1.0%，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重点流域主要江河

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89.7%，同比上升 5.0 个百分点；劣

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0.8%，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土壤环境风险得到

基本管控。声环境各类功能区昼间、夜间总达标率分别为

96.5%和 87.7%，同比分别上升 0.1 个百分点和 3.4 个百分点。

核与辐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突发环境事件得到妥善处置。

一季度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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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24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日前从生态环

境部获悉：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完成下沉工

作任务。

据介绍，第二轮第六批 5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3
月 23 日至 25 日陆续进驻河北、江苏、内蒙古、西藏、新疆 5 个

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

截至 22 日晚，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 14410
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有关省（区）和兵团转办

10445 件。有关省（区）和兵团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5772 件。其

中，立案处罚 1127 家，立案侦查 59 件；约谈党政领导干部 239
人，问责党政领导干部 188 人。

经过努力，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一批

整改不到位甚至污染反弹的问题得到查处，一批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

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完成下沉工作

■点赞新时代R

湖南省隆回县思源实验学校坐落

在隆回县桃花坪街道江湾社区，目前

在校学生有 7700 余人，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占 75％左右。当地着力推进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使更多学生得

以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

在操场上挥汗奔跑，在琴声中陶

冶情操……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

活动，涵盖艺术类、语言类等多个领

域，让学生快乐成长。

上图：学校俯瞰。

右图：学生在练习足球。

曾 勇摄（人民视觉）

进城上学

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