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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中国式现代化，民
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
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
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暮春时节，万物葱茏。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山城重庆，走进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
民主村社区，察看小区改造和便民服务情
况。看到社区焕然一新、井然有序，他亲切
地对社区居民说，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
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
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现代化的内涵很丰富，包含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协调发
展。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也可以
从不同维度提出很多评价指标，比如经济
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城镇化率等。
总书记为何特别强调“民生为大”？仔细品
读，其中蕴含深意。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
旨使命决定的。我们党领导的现代化建
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改善民生，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革命、建设、
改革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这份初心一以贯之、始终不渝。如今，

亿万中国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巨大改
善，实现从温饱不足到衣食无忧、从物资匮
乏到物阜民丰的伟大跨越，这正是党的初
心使命最生动的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最鲜
活的注脚。

从动力支撑看，也只有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现代化才能顺利推进、不断拓
展。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归根结底要靠人
去推动。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将极
大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为中国式现
代化注入不竭动力。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
化进程，也可以看到，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
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就容易导致
城乡失衡、贫富分化，跌入“中等收入陷
阱”，发展难以持续。这充分说明，偏离民
生导向的现代化，是走不稳也走不远的。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
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
幸福安康”“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
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
子”。到地方考察，从城市社区到农家院
舍，总书记走到群众身边，对吃穿住行等民
生小事总是格外关心，桩桩件件都问得深、
看得细。“民生为大”里，映照着大国领袖深
厚的人民情怀，也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
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又有了更高的憧憬，需求日益个性化、多
样化、品质化，这对我们更好统筹经济发展
与民生改善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要有
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既积
极作为又量力而行，科学谋划、务实推进。
一方面，要找准群众需求。深入群众中调
研，精准掌握他们的发展期盼和需求，厘
清哪些立马就能干、哪些还有困难，排出
优先序，根据已有的资源禀赋，重点先做
好那些现阶段群众反映最强烈、能抓得
住、抓几年就能见成效的实事。另一方
面，要做实民生实事。民生工作直接跟老
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定了
要干的事，就要扎扎实实做好，办一件成
一件，一件接着一件干，让老百姓真正得到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新征程上，我们
要着眼民生之“大”，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
盼”，将一个个小而美的愿景化为现实，奋力
拼出中国式现代化可观可感的壮阔图景。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日前，甘肃省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
用一体化试点项目机具投放仪式在定西
市安定区举行。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
部、财政部的支持下，甘肃计划 2 年内，在
全省 31 个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
试点县投放新研发机具 1598台，打造应用
场景 56 个，建立试验示范点 249 个，完成
20 万亩试验示范任务，加速推进产品熟
化定型和产业化生产，努力为补齐丘陵
山区农机装备短板探索有效解决方案。

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农业机械化发展，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

列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措施，推动
农机安全监理、农机试验鉴定、农机推广
及农业机械化管理等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农
机装备总量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大
型化、智能化趋势加快。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常宏介
绍，当前，甘肃农业机械化正面临难得的
政策机遇叠加期。围绕生产急需、农民
急用，甘肃组织省内外优势农机研发制
造力量，重点研制丘陵山区动力机械、电
动农机作业平台、制种玉米去雄机、玉米
及马铃薯履带式收获机、山地小型播种

机、马铃薯膜上播种机、种薯切块设备、
小型中药材种植收获机、果园割草机器
人等新型农机装备近百种，取得了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部分产
品已实现产业化生产应用。

活动现场，中国一拖公司共投放 140
台丘陵山地专用拖拉机，这是甘肃贯彻
落实农业农村部“加快推进 6-15 坡度丘
陵山地拖拉机在甘肃等先导区省份推广
应用”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农机研发制
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
的集中展示，对推动新阶段甘肃农机化
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甘肃聚力补齐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短板

新华社北京 4月 28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谈“一
带一路”（2023 年版）》一书英文版，近日由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 年版）》
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
入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9 月至 2023 年 11
月期间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文稿

78 篇。全书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共建“一带一路”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
标路径等的深刻阐述，全面呈现了共建

“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
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

“工笔画”，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

作平台的发展历程。
该书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

外读者深入了解共建“一带一路”的理
念、举措、目标和成果，对于进一步增进
国际社会的认识理解，深化“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让“一带一路”惠及更多国家和人
民，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
英 文 版 出 版 发 行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党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宁夏固
原市把开展好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当前重
要政治任务，牢牢把握党纪学习教育的
目标要求，严格对标对表，精心组织部
署，确保党纪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推进。

坚持把学习重点聚焦到《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上，通过厅级干部带头
学、党委（党组）跟进学、基层组织全面
学，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引导
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逐章逐条学，搞清
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
么、不能干什么，把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

习惯和行为准绳。
五县（区）同步启动党纪学习教育，

各级党组织相继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会、读书班和党支部“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对党纪学习教育
工作作出安排。目前全市 230 个党委（党
组）和 2752 个基层党组织已全部启动党
纪学习教育。

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
工作要求，制定《全市党纪学习教育工作
清单》，细化重点任务 19 项，明确基本要
求、主要目标、参考时间和责任单位，紧盯
关键环节、重点工作等，采取工作提示、现

场指导等方式，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从相关部门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党

纪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组织专班成员先
学一步、深学一层，精准掌握开展党纪学
习教育的具体要求，做到方向明、政策
通、任务清。建立专班成员联系县（区）、
市直部门单位和党工委工作机制，定点
指导党纪学习教育工作，准确掌握工作
进展情况，及时预判防范各种“偏差”和

“误区”，确保党纪学习教育工作精准对
标不偏向、不散光、不走样。

紧盯重点任务，通过加强《条例》解
读、重点培训、警示教育，推动党纪学习
教育工作高质量、高效率落实落地。

各级党组织在专题“研学”、以训“助
学”、日常“融学”的基础上，注重以典型
案例“促学”，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

宁夏固原：对标对表推进学习教育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王帅杰

4 月 19 日，豫南地区阴雨绵绵，在河
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台头乡何庄村，种粮
大户谢实营打着伞再一次来到田间，察
看过小麦长势情况，并再三确认小麦没
有病虫害后，长舒了一口气。

“眼下，小麦进入抽穗扬花期，这个

时期是纹枯病、赤霉病等病虫害的叠加
高发期，特别是赤霉病，一旦得了，损失
难以估计。”谢实营是种粮“老把式”，早
就对小麦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熟记于心，

“4 月 15 日以前，政府就已经免费把我种
的 2000 亩小麦进行了‘一喷三防’，现在
看小麦长势没问题。”

4 月以来，河南省气温开始升高，降
水见多。这一时期正值小麦抽穗扬花关

键期，决定着小麦产量和品质，还是赤霉
病高发期，特别是豫南地区重发风险高，
防控形势较为严峻。

为守护好河南省 8500 多万亩小麦，
坚决打赢病虫害防控突击战，4 月上旬，
河南省就召开了小麦重大病虫统防统治
现场会。河南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
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巍峰指出，要加
强监测预警，及时发布短期预报和防治
警报，以赤霉病、条锈病为重点，聚焦豫
南 6 市，整乡整县实施专业化统防统治，
严防严控暴发流行，结合“一喷三防”，
统筹抓好纹枯病、白粉病、叶锈病、麦穗
蚜等病虫害。 （下转第二版）

河南：织牢防护网 夏粮有保障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4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介发布 2024
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通知》，推
介发布了 150 个农业主导品种、150 项
主推技术和 10 项重大引领性技术，其
中大豆、玉米、小麦、油菜等作物品种
及单产提升技术占 40%以上。

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已持续推
介发布 20 年，是农业科技推广标志性

工作之一，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项目的支持下，各级农技推广
机构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和科
技示范户，开展示范展示、经验交流、
培训指导，推动主导品种主推技术进
村入户到田，极大提升了农业技术入
户率、到位率。

当前正值夺取夏粮丰收关键时
期，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农业农村部
门抓好主导品种主推技术推广应用，

充分利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以及农业科技社
会化服务组织等，
引导带动广大农
户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应用先进
适用技术，为提升
粮油等主要作物
生产能力提供有
力科技支撑。

扫码查看主导品种
主 推 技 术 目 录

2024 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发布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见习记者 朱梦莹

2004 年以来，为加强对农业技术
推广工作的指导，推进建立科技人员
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
领直接到人的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农
民选择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农
业农村部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部直属事业单位、
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共建高校等组织
征集高产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并
予以推介发布。

20 多 年 来 ，农 业 农 村 部 共 发 布
1900 余个主导品种、1600 余项农业主
推技术，已成为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
农业品种技术推广的一项标志性工
作。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项目的支持下，各级农业科技示范展

示基地和科技示范户开展主导品种主
推技术示范展示，广大农技人员下沉
一线、包村联户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推
动主导品种主推技术进村入户到田，
极大提升了农业技术入户率、到位率，
在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不同区域农
业增收增产、节本增效、健康养殖、绿
色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技术到位，实现稳产增产

种子，是粮食生产的源头，是农业
的“芯片”。通过培育适应贫瘠地块的
种子，提高粮食产量，“望天田”也能
实现稳产增产。

2023 年，彰武县同心创展联合社
理事长孙继刚带着联合社成员积极参
与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在流转、托管的
1.5 万亩土地上种植“东单 1331”，并引

入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平均每
亩玉米种植数近 5000 株。

“在沙化地里种主导品种，采用
主推技术，我们种出了高产粮，迎来
了丰收年！”孙继刚拿出了一份测产
报告——社里位于彰武县阿尔乡镇
北甸子村的 600 亩玉米地，亩产达到
2135.2 斤；镇里另一块面积 480 亩的
耕地，玉米亩产 2093.2 斤。种出“吨
粮田”的孙继刚被村民誉为新时代的

“粮王”。
作为耐密抗倒伏高产品种之一，

“东单 1331”在全国多地用于玉米单产
提升工程项目，每年推广 1000 万亩以
上，推广面积逐年快速增加，以耐密、
高产、多抗、广适等突出优点被越来越
多的农技推广机构、种植大户、合作社
高度认可。

（下转第二版）

技术“大餐”到田间 丰收背后有“粮”方

近 年 来 ，浙
江省台州市黄岩
区深入践行“两
山”理念，全力打
造乡村旅游产业
与生态休闲观光
农业，产业规模
和接待人数创新
高。作为促三农
发展的积极参与
者，国网台州供
电公司深耕一线，
以稳定可靠的供
电保障，赋能乡
村全面振兴。

蔡婷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云

近日，记者走进山东省曲阜市防山
镇齐李村的“儒乡幸福超市”，看到货架
上整齐摆放着卫生用品、文具、小家电
等，还有孔府印阁印章、楷雕、布老虎等
特色文创产品。几天前，村民陈书平在
这里“购买”了抽纸、洗衣液等日用品。

“花掉 100 多个‘幸福币’，我现在还
剩 314 个，这都是帮村里办培训活动、打
扫卫生，一点点攒起来的。”陈书平说。

齐李村自 2022 年起建立诚信积分管
理制度，每年为每位村民发放 200 个“幸
福币”。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行为表现
加减分，参加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的加

5 分、参加文化节庆表演的加 10 分、破坏
村内环境的扣 10 分……1 个“幸福币”相
当于 1 元，村民既可以用其兑换生活用
品，也可以取现。

村里开始实施“幸福币”制度时，许
多村民不以为然。但等到年底全村“幸
福币”持有数张榜公示时，公示栏前却围
起了一大群“查分”的人。“当时得分最高
的人攒了 400 多分，和人家一比，有 20 个
人还被倒扣分，那面子上能过得去吗？”
陈书平回忆道。

“‘幸福币’数量每季度张榜公示，鞭
策全村人都行动起来，比、学、赶、超。”村
党支部书记牛中兴说。

随着“幸福币”制度的实施，齐李村

的变化也悄然发生。如今，村道上的垃
圾不见了、楼梯扶手上厚厚的一层灰没
有了。去年，村里几位大学生在寒暑假
期间主动报名村图书馆志愿者，村民也
踊跃参加村里的文明宣讲……

“我是一名幼儿教师，周末、寒暑假
都会去村里的‘幸福食堂’帮忙照顾老
人，希望给自家孩子树立个好榜样。”村
民吴景菊说道。

2023 年，《曲阜市农村居民信用管理
办法》出台后，齐李村对应修改完善了

“幸福币”信用指标目录，形成包含志愿
服务、社会公益、居民公德、村居管理等
113 项指标。此外，齐李村还制作了每户
的家庭信用名片，在“幸福币”公示栏上，
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看到村里每
个人的信用等级。“信用建设是调动村民
参与乡村治理的关键一招，现在，大家都
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让齐李村越来
越有‘精气神’。”牛中兴说。

幸 福 积 分 换 来 好 乡 风
看 振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