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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1日电 7月 2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青年代表希望，青年

创造明天。中国始终把青年看作推动

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鼓励青年在参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展

现青春活力。希望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成为世界青年助力全球发展、全球共促

青年发展的重要平台，为世界人民团结

发出青年之声，为全球发展进步注入青

春之力。

习 近 平 强 调 ，各 国 青 年 要 弘 扬 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发展

倡议，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共同谱写世界青年团结合作

的时代新篇章。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当日在北京开

幕，主题为“促进青年发展、塑造共同未

来”，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

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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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保险业
加力服务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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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R

民 族 要 复 兴 ，乡 村 必 振 兴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电 商 不 仅

可以帮助群众脱贫，而且还能助

推乡村振兴，大有可为。”“要积

极 发 展 农 村 电 子 商 务 和 快 递 业

务 ，拓 宽 农 产 品 销 售 渠 道 ，增 加

农民收入。”

作 为 一 家 业 务 范 围 涵 盖 物

流、电商、金融的中央企业，中国

邮政集团发挥自身优势，在助力

乡村振兴上蹚出了新路子。

清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古田县支行行

长雷其才准时出门，回访老客户。

车行至古田县常坝村，两侧

流水潺潺，山风微微。江悦果蔬

专业合作社创始人郑仁江刚坐下

翻看账本，就听见门口传来雷其

才熟悉的大嗓门，“仁江，最近合

作社运营怎么样？”

“都挺好。您的食用菌‘流水

贷’可是帮了大忙！”郑仁江沏了

茶，对合作社的生意如数家珍。

有了“流水贷”，合作社将银耳种

植规模扩大到 150 亩；产品上架

邮政带货直播间，销路打开了，每

月能卖 15 万单。“特别是免洗免

泡的即食银耳，卖得最好。”

“ 物 流 能 跟 上 不 ？”雷 其 才

追问。

“行里给申请了优惠资费，邮

政每天上门取货，一单只要 2.1元。

‘618’期间，一天能发 7000 单，再

也没有压货的烦恼。”郑仁江说，今年计划继续给合作社的员

工涨工资。

一家邮政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解决销售、物流、融

资三大难题，带火了成百上千的农村合作社，探索出助力乡村

振兴的新模式。

73.2%的普遍服务网点、75.6%的投递网点、66.5%的金融

网点、81.8%的邮乐购站点分布在县及县以下的乡村地区……

“服务乡村振兴是中国邮政落实国家战略的责任所在，是发挥

邮政资源禀赋的优势所在，也是推动邮政自身生存发展的需

要所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力说。

发力物流保障，努力成为乡村综合物流服务主导者。让

邮路串联县、乡、村，接入交通“大动脉”；推动揽收、派送网点

深入村庄，织密服务网络；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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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以来，我国多个省份出现 35 摄氏度

以上的高温天气，许多劳动者不畏酷暑、坚

守岗位，以行动诠释担当，用奉献书写责任。

从建筑工人挥洒汗水，为城市建设添砖

加瓦，到交警巡逻值守，维护交通秩序；从医

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奋斗在一线，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到环卫工人冒着高温清扫街道，

守护城市洁净；从电力工人抢修线路，全力

保障居民正常用电，到市政工程施工人员顶

着烈日修补路面，保障过往行人车辆安全通

行……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是城市安全、

稳定运转的重要支撑。千千万万的奋斗者，

都在为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贡献力量。

每一个坚守的身影，都值得我们致敬。

开设爱心凉茶驿站，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

活动，捐赠防暑物资……各地通过各种各样

的方式，为高温下的劳动者提供贴心的呵

护、到位的保障。不断优化工作环境，合理

安排工作机制，携手撑起“遮阳伞”，这既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致敬美好生活创造

者、守护者的应有之义。

（相关报道见第十五版）

致敬呵护高温下的坚守
邹 翔

本报北京 7月 21日电 （记者赵婀

娜）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十年来，高校不

断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大力培养创

新人才，加速汇聚创新资源，积极开展

国际科技合作交流，高校科技创新综合

实力实现跃升。高校研究与试验发展

拨 入 经 费 从 2012 年 的 768.7 亿 元 增 长

到 2021 年的 1592 亿元，十年累计拨入

经费总额超万亿元。高校科技活动中

的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人 员 全 时 当 量 从

2012 年的 20.9 万人年增长到 2021 年的

33.4 万人年，增幅近 60%。创新资源的

汇聚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跃升和关键

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新平台体系更加完善。十年来，

教育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

需求，主动布局建设了 25 个前沿科学

中心、38 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系统

布局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逾

1500 个。此外，高校牵头建设了一批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等级生物安全

实验室和国家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支

撑类重大平台，初步形成了层次清晰、

布局合理、支撑有效的科研平台体系。

成果转化能力明显提升。十年来，

教育部不断强化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机构和人才队伍专业化建设，率先调

整专利资助奖励政策，推动专利申请前

评估制度落地，着重发挥产权激励和评

价导向作用，高校科技成果供给质量和

转化效率显著提升。高校专利授权量

从 2012 年的 6.9 万项增加到 2021 年的

30.8 万 项 ，增 幅 达 346.4% ，授 权 率 从

65.1%提高到 83.9%；专利转让及许可合

同数量从 2000 多项增长到 15000 多项，

专利转化金额从 8.2 亿元增长到 88.9 亿

元，增幅接近十倍，不仅实现了量的增

长，也实现了质的提升，把更多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瞿振元

表示：“十年来，高校在国家科技创新中

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基础前沿领域、

关键技术方面产出了一批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对接国家战略、

国家需求更加紧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关键动能。”

高校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实现跃升
专利授权量十年增幅达346.4%

从空中鸟瞰江西，宛如徐徐展开的

山水画。行走在江西乡村，常能感受到

“六山一水两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

美，更能体会到发展的日新月异。

第一产业增加值从 1520.2 亿元增

加到 2334.3 亿元，增长 53.6%；农村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从 8103.4 元 增 加 到

18684 元 ，增 长 130.6% ；粮 食 产 量 从

428.1 亿斤提高到 438.5 亿斤，增加 10.4
亿 斤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江 西 奋 力

推 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开启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

▶▶ 培育新业态
质量兴农，农产品产得出、

供得上、供得优

“米袋子”抓得牢，“菜篮子”拎得

稳。质量兴农，成为江西现代农业发展

的“主旋律”。

——结构调整，方式变革，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

“靠着这几年种水稻，我们家建了

新房，买了轿车，日子越过越舒坦。”赣

州市宁都县竹笮乡大富村村民温伟清

说，去年他家的富硒稻亩均增收约 1500
元，收入翻番，一年挣了 60 多万元。

丰城市调优结构，大力推广“中早

35”等优质早稻品种，同时投入 420 多

万元用于低洼农田改造，增加早稻种植

面积 5700 亩。

鹰 潭 市 建 立 市 县 乡 村 四 级 田 长

制，全市 1700 名干部担任各级田长，将

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落实到具体田

块上，今年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增加近 6
万亩。

结 构 调 整 实 打 实 ，现 代 农 业 动 力

足。目前，江西主要农作物品种良种覆

盖率稳定在 96%以上，年生产杂交水稻

种子 5000 万公斤以上；主要农作物和

水 稻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效 率 分 别 达

77%、83%。

——绿色发展滋润田畴，绿色生产

成为主基调，绿色产品成为金字招牌。

“我家 500 多棵脐橙树去年开始挂

果，给家里增加了近 4 万元收入。”兴国

县方太乡井口村村民赖福松说。

赣南脐橙，通过生态化开发、标准

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销、社会

化服务，目前其品牌价值已达 681.85 亿

元，带动 200 多万赣南老区群众增收致

富。去年，江西 175 万亩赣南脐橙喜获

丰收，产量 150 万吨，产值 166 亿元。

绿色发展深入推进，现代农业魅力

十足。截至去年底，江西农产品质量安

检合格率连续 8 年稳定在 98%以上，发

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 4413 个，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和

有机农产品基地 49 个，井冈蜜柚、婺源

绿茶、广昌白莲、樟树中药材等成功入

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富硒农

业综合产值达 500 亿元。

——产业融合效率变革，给现代农

业带来竞争力。

今年“五一”期间，抚州市资溪县鹤

城镇大觉山村芦姿红夫妇开办的民宿

11 间客房被订满，几天之间带来 2 万多

元 收 入 。 前 4 个 月 ，资 溪 县 接 待 游 客

108.9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 亿

多元。

近年来，江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不断发展壮大，综合产值突破千亿元大

关。毗邻鄱阳湖和长江的庐山、瑞昌、

都昌、永修、湖口、彭泽、德安、共青城、

余干等地，许多农民把闲置旧房改造成

民宿，办起农家乐，每年吸引数百万名

游客来“观江豚”“看白鹤”。

（下转第十二版）

赣 鄱 大 地 面 貌 新
—江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全面扎实推进

本报记者 郑少忠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公路网，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大幅提高。目前我国公路总里程达 528 万公里，形成了

以高速公路为骨架、普通干线为脉络、农村公路为基础的全国公路网。

浙江省宁波市按照区域间高效畅通、城市间快速通达、城区内高效转换、城乡间便捷连通的目标，着力优化交通设施网络布

局，提升交通运输服务能力，积极打造外联内畅、安全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图为 7 月 21 日，宁波市江北区机场快速路与北环高架立交上，车辆行驶顺畅。 章勇涛摄（影像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致力于做好湿地保护修复，将单要素保

护、局部保护思路扩展运用到整个湿地生态系统。

位于呼伦贝尔市的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园，持续加大保护修复力度，使湿地成为群众的共

享绿色空间，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图为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园夏日风光。 吕昊俊摄（影像中国）

记者调查

农业经理人
奔忙在希望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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