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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的三亚、陵水、乐东三市县一

带 ，国 家 南 繁 科 研 育 种 基 地 坐 落 于 此 。

前 不 久 ，上 海 市 农 业 科 学 院 研 究 员 余 新

桥 带 着 团 队 从 上 海 来 到 海 南 陵 水 ，继 续

“ 节 水 抗 旱 稻 ”的 育 种 研 究 。 每年冬春，

数以千计的农业科研人员便会从全国各地

聚集于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育种、制

种。年复一年辛勤奔波，坚韧不拔扎根土

地，在“余新桥们”的不懈攻关下，一粒粒良

种被选育出来，增添着我们端牢中国饭碗

的信心和底气。

小种子能发挥大效能，小作物能长成

大产业。优质绿色水稻、耐密宜机收玉米、

高油高产大豆、优质短季棉……前段时间，

农业农村部发布品种审定公告，第五届国

家 农 作 物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审 定 通 过 了

1304 个水稻、玉米、大豆、棉花新品种。从

审定品种情况看，相关作物品种创新取得

了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这些品种推广应

用将有利于持续提升我国粮食大面积单产

和品质水平。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年来，种业

振兴行动扎实推进，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

和阶段性进展。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在 96%以上，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

献率超过 45%，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

过 95% ，国 产 种 子 基 本 能 够 满 足 国 内 需

求。同时也要看到，在一些品种和领域，国产种子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

还比较大。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才能进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

种业根基。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核心是创新，关键在品种。把当家品种牢牢攥

在自己手里，必须瞄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需要，抓

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

主可控。比如，2023 年，我们育成了短生育期油菜“中油早 1 号”，生育

期只需要约 169 天，有助于南方地区实施“稻稻油”轮作、利用冬闲田种

植油菜。持续推进种业创新攻关，培育更多绿色、优质、高产的“三好品

种”，才能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更好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

粮食安全。

从选育主体看，企业自主选育或合作选育品种占比大幅增加，企业

已成为育种创新的主体。如今，我国农作物种业企业的优势群体已经

形成，种业企业多、小、散的状况已有改善，初步构建了由 69 家农作物、

86 家畜禽、121 家水产等龙头企业组成的国家种业企业阵型。进一步

培育种业振兴企业骨干力量，不妨推动阵型企业与科研单位、金融机

构、种业基地对接，支持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育种联合攻关，着力

打造航母型领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专业化平台企业。

种业包括品种选育、种子繁殖、推广销售等环节，加快推进种业振

兴行动，还应完善现代种业全产业链。如今，一些地方以种子为抓手，

为当地农民提供全流程服务；一些种子公司推广订单式种植销售模式，

不仅为农民提供种子，还配套开展农产品收购、储藏、加工等服务。这

些有益探索启示我们，促进产学研用结合、育繁推一体化，才能让好种

子惠及更多农民，带动农业提质增效。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良种一粒重千钧。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行动。”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

关，全面提升种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沿着这样的方向，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有条件、有底气“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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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商贸

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的是历史文化资源，释放的是消费活力，培育的是

发展新动能。

最近，在天津，到五大道喝咖啡成了很多人青睐的休闲方式。煎饼

馃子配咖啡碰撞出不一样的“天津味道”，“老建筑+咖啡文化”为消费

者带来的是精神和味蕾的双重享受……在这里，一家家个性咖啡店，吸

引着游客慕名前来品尝咖啡、拍照。通过“旧瓶装新酒”，历史文化资源

被赋予新内涵、新内容、新功能，展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融合新与旧，意在做深做足传承弘扬与活化利用两篇文章。历史

文化资源不可复制、不可再生，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基础上，探索活化利

用的有效方法，才能使其更好地活在当下、服务当代。而促进商贸文旅

融合发展，正是对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的有益探索。五大道里的一

杯咖啡串起文化、商业和旅游多个领域；老旧厂房借助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打造消费新场景引来流量、聚起人气……事实证明，没有不好用

的资源，只有打不开的思路。“旧瓶装新酒”，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

论。强化市场导向，注重内容创新，不断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

求，沿着这条“主线”找到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点，不仅能留

住历史记忆，还可以让历史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带动文旅产

业提质增效，培育新的增长点。

盘活文化资源，需要有对点位的关注，更要有串珠成链、连线成片

的全局视野。历史风貌建筑、文化遗址等文化资源不是孤立的存在，而

是与城市及周边环境相互关联的。譬如，文化设施的盘活，与周边的商

业配套、生态景观、历史文化遗产等密切相关。满足多元消费需求，把

区域文化、旅游、商业等资源当作一个整体看待，通过协调整合、贯通联

动，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高品质生

活空间，如此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就能更好释放资源价值，提升区域吸

引力、竞争力。

（摘编自《天津日报》，原题为《善于“旧瓶装新酒”》）

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
金之平

重现历史、赓续文脉、启迪当代，是考古

人的使命。2021年 4月的一天，我们在发掘

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时有重大发现。在

那一天的日记里，我激动地记录下这一刻：

“下午在象牙之下新清理出来一件铜器，象

牙腐烂后覆盖铜器，与铜器贴合紧密。经过

进一步清理，确认这件铜器是一件小型的跪

坐人像。”

简单的记述，难以还原当时的兴奋。还

记得，我当时全身趴在悬空的考古工作平台

上，一点一点把铜器挖出来。为了洞悉铜器

更清晰的面目，我又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地清

理了它两个月。小方脸，鼻梁高隆，嘴角微

抿，眉眼深沉，颧骨突出，双腿肌肉紧绷，脚

踝凸起，前脚掌紧紧抓地，关节纹清晰可见

……每一个细节，无不显示出极高的铸造工

艺与审美水平。细细端详，感触颇深。这是

我在三星堆发现的第一个青铜人像。正是

这种跨越时光的凝视，让我得以望见中华文

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自 2020 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以

来，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精美绝伦的

文物出土，展示了古蜀人在冶金、雕刻、彩

绘等方面的高超技艺，蕴藏着中华文明传

承不息的基因密码。铜尊、铜罍、铜瓿等青

铜器，是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代表；玉琮来

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有领玉璧、玉璋、玉

戈等玉器，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

华南地区都有发现；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

及大量龙形象器物，揭示出三星堆遗址的

先民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在精神信仰方面

相似。随着出土文物越来越多，历史的时

光之门逐渐敞开，稀世珍宝华光流转，并昭

示着：三星堆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明，与国内

其他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与文明相伴相

依，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令人赞

叹，更令人自豪。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

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

向。三星堆也不例外，它是一个开放的文

明。例如，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与巴蜀文化

中常见的金面具相似，顶尊跪坐人像与西南

夷文化中常见的木雕人像相似，表明三星堆

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后世不断传承和

发展；三星堆出土的丝绸痕迹，填补了西南

地区夏商时期丝绸实物出土的空白，也表明

古蜀人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

流。兼容并包、融汇创新，三星堆的出土文

物上印刻着多元互动和共同发展的痕迹，成

为独特而迷人的历史见证。

神秘的三星堆，在历史时光中留下了草

蛇灰线。期待三星堆考古挖掘“持续上新”，

为公众带来更多新知，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

与发展提供更多实证。

（作者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

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本报记者宋豪新采

访整理）

凝视时光 望见文明
许丹阳

■人民时评R■人民观点R

以坚持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
证，是百年大党开辟自
我革命新境界的重要
经验

■纵横R

把当家品种牢牢
攥在自己手里，必须瞄
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
需要，抓紧培育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
种，实现种业科技自立
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中国道路中国梦·齐心协力加油干R

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兰

龙村，海拔 3500米。记者进村时，只见白雪

皑皑，一群“黑珍珠”正悠闲踱步。好一幅冬

日牧歌图！村党支部书记长爱兴奋地说：

“这就是雪多牦牛。”

这种牦牛不一般，属于“常胜选手”。

长爱很自豪，“在各种比赛中拿过 30 多个

冠军”。雪多牦牛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品种名录，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获得

中国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独特

的 品 种 ，为 当 地 发 展 畜 牧 业 提 供 了 宝 贵

资源。

自然环境是孕育好品种的基础条件。

雪多牦牛体型长、骨粗壮、毛发亮，最重的可

达 800公斤；根据检测结果，其肉质中的蛋白

质、氨基酸含量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肌肉

纤维纹路清晰，脂肪适中。这些特点，得益

于当地日照充沛、光能丰富，草原综合植被

覆盖率高。立足资源禀赋，明确发力方向，

找准突破口，有利于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发展特色产业，也要守住资源底线，做

好“减法”。随着牲畜存栏量增加，草畜平衡

会达到临界点。是继续扩大规模、追求数

量，还是坚持生态优先、品质优先？当地把

生态放在首位，定期开展空气、土壤、水环境

质量监测，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确

保畜牧业发展底色更绿、环境更优。一名负

责同志说：“控制牦牛规模，既能保证有机草

场的持续供应，也能保证牦牛质量。”依托资

源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根子必须扎在良好

生态上。讲科学、谋长远，因地制宜、尊重规

律，才能持续提升综合效益。

发展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也要做

好集约经营的“加法”。事实上，生态保护与

产业致富并不冲突。起初，对于禁止随意养

殖，一些牧民也有怨言。但他们很快发现，

不搭帐篷放牧，口袋也能鼓起来。当地探索

“龙头企业+合作社+牧民”模式，通过集中饲

养、繁殖、提纯、复壮，保护地方品种的基因

资源优势。在兰龙村畜种合作社，牧民们以

草场、资金、牦牛等方式入股，发展种牛经

济，集体分红达数百万元。立足特色产业实

际，实现资源投入、生产方式、合作模式等方

面的优势叠加，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让

群众持续受益。

将好品种转化为好品牌，真正做到以

“特”制胜，还要做好产业链上的“乘法”。

雪多牦牛品种再好，没有现代农业产业赋

能，也无法最大化地实现市场价值。在河

南县青清海农牧科技商贸有限公司的现代

厂房里，生产线每小时可生产 8 万个牦牛

肉馅饺子、4 万个牦牛肉包子、500 公斤卤

煮。当地依托相关农牧科技公司，开发出

牦牛奶咖啡、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等 114 个

产品，延长了有机畜牧业的产业链。可见，

让传统农户分享现代化产业的甜头，还要

依靠培育优质企业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

加值。

采访时，听到这样一句话：“理清特色产

业的思路，跑出振兴发展的速度。”在“绿色”

与“有机”的路上奔跑的雪多牦牛启示我们，

立足实际培育更多特色产业，因时因势激活

发展潜能，是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制

胜之道。

（作者为本报青海分社记者）

“算”出产业思路 激活发展潜能
乔 栋

立足实际培育更多
特色产业，因时因势激
活发展潜能，是一条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制
胜之道

前不久，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的寒潮

降温和强雨雪天气，对能源电力供应和保

暖保供带来较大影响。有关地方和部门全

力以赴、积极作为，采取切实举措，提高煤

电油气供应能力，加强民生用能保障力度，

最大限度减少灾害影响，确保人民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

这正是：

做好能源供应，

保障线路稳定。

守护万家灯火，

彰显民生温情。

曹雪盟文

本版邮箱：rmrbpl@163.com （来稿请注明栏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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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何坊街道一小区内，物业管理员在查看供暖系统运转情况。

初宝瑞摄（人民视觉）

行进壮阔征程，成就千秋伟业，需要掌

舵定向，需要底气支撑。回望不平凡的 2023
年，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中国经济

回升向好，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大引擎。实践

再次证明：“两个确立”对于我们应对各种风险

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

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

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

保证。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

“定海神针”。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

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

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需

要把握好九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

统深刻阐述的这“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既有

战略安排又有工作部署，既有认识论又有方

法论，为在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科学行动指南。“九个

以”的实践要求中，“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为根本保证”排在第一位。新征程上，

我们要牢牢把握“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把全

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在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扎实有序推进，把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管党治党全部工作

之中，确保党牢牢把握反腐败斗争主动权，

以党的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

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

从红军过草地时伙夫同志起床先问向南走

还是向北走，到战争年代全党全军无条件

执行“嘀嗒、嘀嗒”电波传达的党中央指令，

习近平总书记讲述过的这两个故事，体现的

都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

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拥

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既有办大

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着治党治国

的特殊难题。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

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

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有

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

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

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

探索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

提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

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

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

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这一

重要要求，既涵盖举旗定向的认识论，也提

供管党治党的方法论，确保全党在政治立

场 、政 治 方 向 、政 治 原 则 、政 治 道 路 上 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全党团结成“一

块坚硬的钢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为根本保证，是百年大党开辟自我革命新

境界的重要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对党的自我

革命的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

山雄有脊，房固因梁。从锲而不舍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到以“十年磨一

剑”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再到以“得

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进史

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

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靠的正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自我革命

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

担当、深厚人民情怀。实践深刻表明，以坚

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就能

扎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不

断向纵深发展，厚植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

之治的独特优势。

自胜者强，越己者恒越。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党的领导是全

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

体加以落实。”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

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

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

实际行动上。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 位 ，坚 决 维 护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

治原则，把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作

为首要政治担当，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落地生根，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万里征程风正劲，千钧重任再扬帆。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任务艰巨、前景壮阔。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强化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

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

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

深入，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坚定不移朝着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
—牢牢把握“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①

本报评论部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回答我们党为什么要自

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九个以”

的实践要求，对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作出战略部署。即日起，本版推出系

列评论，与读者一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