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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7月17日电 《习近平著
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繁体版和《习近平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繁体版，近
日由联合出版集团出版发行。7 月 17 日，
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暨
出版座谈会。

《习近平著作选读》生动记录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不断夺取

新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集中反映了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
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
力量和实践伟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
国家民族发展、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使命
担当，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习近平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系统反映
了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
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丰富内涵的
深刻阐释，集中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
破，展现了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
态、绘就的现代化新图景。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和《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论 述 摘 编 》繁 体 版 在 2024 年 香 港 书 展 首 发

近日，笔者在湖南一粮油机械企业调研
时发现，进入企业访问前要在现场扫描二维
码进行线上登记。据了解，这是当地推行的

“企业赋码保护机制”，通过收集政府部门访
企公务活动数据，统一规范管理，减轻企业接
待负担。

为确保企业安全合法经营，相关管理部

门有必要在职责范围内入企检查。但一些地
方因缺乏统筹管理，导致不同部门检查内容
重合，企业同类信息被重复采集。“赋码保护”
打通信息壁垒，运用数字化手段对相关检查
和执法数据进行统筹管理，有利于各部门之
间达成信息对称，不失为让“政府少跑路、企
业多减负”的良策。

不过，“入企扫码”虽好，仍需采取有力措
施来保障落实，避免沦为程序性的办事手续。
还要看到，“赋码保护”并不意味着相关职能部
门可以少办事、不办事，对企业的服务保障工
作更不能打折扣，在做到“无事不扰”的同时，
也要“有事必应”，让企业安心生产、专心发展。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赋码保护”为企业减负
梁嘉伟

7月17日，在安徽省庐江县乐桥镇浮槐村，农机手正抓紧收割成熟的早稻。庐江县是全国双季稻主产区，全年水稻种植面积160万
亩。今年早稻在收割过程中遭遇连阴雨及雷暴天气，该县紧急调集大型农业机械，加紧推进早稻收割，同时启动全县所有烘干设备，确保
粮食颗粒归仓。 巢志斌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梦帆

今年 51 岁的刘磊，在河北省邢台
市南和区河郭镇卫生院通过医共体远
程会诊系统连线南和区人民医院，心
电图诊断报告只需 1 分钟便传回卫生
院，区人民医院医生线上诊断，根据病
情给出治疗方案。

2023 年，南和区实现了县乡村医
疗资源共享，医疗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得到明显提升，基层群众不再大病小
病都往大医院跑，在乡镇就能享受到
高品质的服务内容及诊疗，患者报销
的比例还提高了。

南和区医共体总医院办公室主任
杨晓芸介绍，基层医院技术力量较弱，

缺乏专业技术的人员，大型设备及试
剂的运行成本较高，基层卫生院一般
都承受不了。现在有了医共体，基层
医疗机构可以直接通过信息平台将检
查数据传到总医院，由总医院进行阅
片、诊断后再将诊断结果及时回传，患
者在乡村、乡镇就能享受到区二级医
院的服务内容及诊疗水平。同时，也
降低了卫生院的运行成本，提高服务
效能。

县级医疗资源能够下沉到乡村，
得益于南和区全面推进的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构成上，以南和区人民
医院为龙头担任牵头医院，也称为总
医院，同时成立检验中心、影像中心、
远程会诊中心等 11 大资源共享及管理

中心，南和区中医院及 8 家乡镇卫生院
为医共体成员单位，每个成员单位都
配置心电图机等设施设备。

除了技术的下沉，还有人才资源
的下沉，以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总医院与各成员单位间建立了
联合门诊和联合病房，选派 9 名主治医
师以上职称人员到卫生院常年驻守服
务，不断提升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

目前，总医院与河郭镇卫生院开
展了科室共建，打造中医康复专业优
势学科；帮扶贾宋镇中心卫生院开设
口腔专业，已接诊患者 150 余人次；阎
里乡卫生院在总医院的帮扶下，开设
皮肤科门诊，已接诊患者 100 余人次。

南和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好

病，体现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又进一步，越来越多的农村患者成
为直接受益者。数据显示，2023 年末，
全国乡镇卫生院床位数达 151 万张，比
2013 年末增长 32.9%。村卫生室数量
达到 58.8 万个，平均每个村至少拥有
一个卫生室。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至关重要。

临近中午，南和区郝桥镇东郑庄
村，三四十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带着分
餐盘来到“幸福餐厅”。

“幸福餐厅”今年 4 月开始营业，已
成为村里老年人的幸福小天地。

（下转第二版）

公共服务让乡村生活更暖心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7 月的一个清晨，记者来到浙江省
海宁市周王庙镇博儒桥村。蒙蒙细雨
中，村子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年轻人开
车行驶在宽阔的水泥路上，他们习惯
了往返于镇上的工作和生活；平坦的
村道上，老奶奶的电动轮椅感受不到
任何颠簸，早起买菜对他们而言是一
天最重要的事；快递小哥的电动三轮
车最是忙碌，在乡间小路上穿梭，彰显

“江浙沪包邮区”的活力……
“以前一到梅雨季，村子里的几条

路就泥泞不堪，别说开车，走路都成问
题。”说起村里道路十年间的变化，68
岁的老党员徐亚利感慨万千，“现在走

路鞋不沾泥，出行开车很方便，尤其是
村里的几条路都修得平整宽阔，通村
路更是从 1 米拓宽到 8 米、路面从黏土
路变成了沥青路。路修好后，建材入
村更方便了，村民的土房变成小洋楼，
口袋公园、健身场随处可见。”

与博儒桥村相距 8 公里的盐官镇
广 福 村 ，也 因 通 畅 的 农 村 路 发 生 了
变化。

“以前的砂石路经常扎破自行车
胎，我都爆胎好多次了，路两边还全
是垃圾，酸臭味让人受不了”“村道只
有 1.5 米，根本没法会车”“行动不便
的老人坐轮椅出行，石头颠一下摔了
怎么办”“村里没路灯，晚上行车不安
全，就怕撞伤村民”……早些年，广福

村 7 组妇女小组长何玉如曾在村民代
表大会上，代表村民提出了“一大堆”
要修路的意见，引起了村“两委”高度
重视。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村里很快
通过‘一事一议’作出了扩宽路面、平
整村路等相关规划。”广福村党支部
副书记周孝伟告诉记者，“我们采取

‘村民筹资一部分、村集体出资一部
分、市镇两级补助一部分’的模式，保
证 了 建 设 资 金 ，村 路 很 快 修 通 、修
好。”据介绍，2011 年前广福村完成了
垃圾清运，全部村道由砂石路改成水
泥路，并拓宽到 3 米；2011 年把主要村
道广联路和郭春路扩到 8 米宽，2023
年 7 月又完成了“白改黑”（土路改沥

青）工程。
如今，博儒桥村与广福村通畅的

农村路，已成为海宁市高水平建设“四
好农村路”、实现“路通则民心顺”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全市围绕“强城、兴
村、融合”三大跑道，瞄准“农村基本具
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不断提高乡
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
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
代文明生活，撬动和引导更多社会资
金投入，为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提供有力支撑。

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
姓、促一域发展，这是浙江全域升级打
造“四好农村路”2.0 版本的美好愿景。

（下转第二版）

乡村道路沿途皆是好风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杨惠 雷少斐

眼下的中原大地，麦浪滚滚、机声隆
隆，一片“三夏”大忙的丰收景象。

在 河 南 省 奶 牛 生 产 性 能 测 定 中
心（河南 DHI）的检测实验室与材料样品
库之间，搬运机器人正如麦田里的收割
机一样每天循着地面的二维码路线往来
忙碌，每年要完成 200 万份样品的检测。
小小的送样品机器人是河南省发展现代
畜牧业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
缩影。

河 南 是 农 业 大 省 ，也 是 畜 牧 业 大
省。畜牧业是河南农业的“压舱石”，牧
业产值达 2832.3 亿元，居全国第三位。
过去，河南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几头
猪、喂几只鸡；如今，在河南各地的养殖
场里，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加持下，养
殖实现全自动化饲喂，并且能够根据生
长需要每日调整生猪食谱，可以提前预
测奶牛后代的产奶能力，18 万只蛋鸡的
养殖栋舍只需一两个工人照看……畜牧
业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脏和臭”“苦又

累”的传统认知。
时下，人工智能、大数据、5G、物联网

等先进技术和智能化装备加速应用于河
南畜牧业，由此催生的新质生产力打破
了时空限制，拓展了养殖空间，提升了养
殖效率，节约了资源利用，压缩了时间成
本……这些变化和趋势在各地养殖场里
日渐强化，河南畜牧业正在向装备化、智
能化方向快速迈进。

新技术让养殖更精准精细精确

生猪产业是河南畜牧业的“王牌”产
业，占河南畜牧业半壁江山。牧原集团
作为全球生猪养殖头部企业，在不与粮
争地的前提下加快转型发展，用数智化
设备代替人工，不仅能完成大量繁重的
重复性劳动，还能达到人力所不能实现
的精准、精确和精细，最终实现“进来的
是粮食，出场的是猪肉”的目标。在南阳
市内乡县大花岭村，牧原集团投资建设
的楼房养殖综合体项目 2022 年投产运
营，这里有 21 栋六层楼的猪舍，可年出栏
210 万头猪，被路透社称为“全球单体规
模最大的养猪场”。

综合体园区采用的是管道输送饲
料，纵横交错的管道贯穿每栋猪舍，把饲
料自动输送到每头猪面前。饲料管道如
同一个巨型饲喂机器人的“手臂”，控制
这些“手臂”的大脑中枢与 7.5 万个智能
终端协作，能够每天根据猪群的健康情
况调整配方，实现自动化精准饲喂。园
区里依靠这些自动饲喂系统，每天可减
少使用 80~100 辆运输车。

牧原楼房养殖综合体依靠猪场轨道
巡检机器人，实现了疫病、生长速度和环
境的自动分析诊断，做到了无人值守、无
人盘点、自动控制。智能巡检机器人每
天定时在猪舍巡查，就能实时监测猪舍
空气质量、猪体重、猪健康状况等 13 项指
标。湿度传感器、摄像头以及声音采集
等 装 置 是 智 能 巡 检 机 器 人 的“ 秘 密 武
器”，哪怕只是有猪咳嗽、出现体温不正
常，巡检机器人也会亮起指示灯，提醒饲
养员来查看。

牧原自主研发的智能装备覆盖了饲
料生产、养殖、屠宰、无害化处理等全流
程，1 名饲养员年饲养商品猪出栏量可达
1 万头。 （下转第二版）

“ 豫 ”见 新“ 智 ”牧 场
——河南现代畜牧业勾勒智慧发展新蓝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重上井冈山，你必会惊讶井冈山“一座山”带来的新变化，感

受井冈山一种精神迸发的新力量，赞赏“井冈山”一个品牌赋能
的品质新生活。

重上井冈山，你就会发现，破解许多问题的答案，都“藏”在
“井冈山”——

一只鸡在插上品牌的翅膀后，能飞多高？9 枚泰和乌鸡种蛋
搭乘神舟飞船在太空遨游。这只被“宠上天”的乌鸡落地之后，今
年又搭乘“井冈山公用品牌”复兴号高铁北上，通过连锁商超辐射
27 个城市 300 多家门店。

在科技支撑的新质生产力与数据驱动的消费力叠加融合
下，泰和乌鸡产业变得越来越强，品牌价值达 37.36 亿元，产值达
56 亿元。

一个村在品牌化经营之后，能有多美？在安福县横龙镇石溪
村，樟竹同林、柚茶同生，景村融合、产村融合在这里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彰显。

离县城不到 5 公里的石溪村建起了乡村版“三环”：内环樟竹
小庭院、中环柚茶新农场、外环湿地大公园，内通乡村、外达县城，
城乡融合。头顶“全国水美乡村”等头衔的桂冠、身披绿装的石溪
村如今愈来愈美。

一群人在善于品牌化赋能后，能有多富？在井冈山市茅坪镇
神山村，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乡亲们
解放思想，打响“井冈山”这张金字招牌，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
发展神山糍粑、神山黄桃、神山茶叶……

通过“三化攻坚”行动，神山村村民变富了：干部脑袋变富、企业
钱袋变富、村民口袋变富。2023 年，神山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3.2万元，超出江西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万余元。

“希望村里一班人继续努力，团结带领乡亲们把村里的事办
好。”2016年 2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神山村考察时语重心长地说。

“为了不负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了把乡亲们的事办好，我们
吉安市委、市政府以全力打好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提升攻
坚战为新引擎，以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驱动力，将井冈
山品牌打造成‘赋能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人’的能量
品牌。”吉安市委书记罗文江认为，通过“三化攻坚”，让庐陵大地
产业变强、乡村变美、人民变富。

农业提质促产业变强

“吉安是农业大市，资源丰富、特色明显。现代农业要实现高
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不动摇。”在吉安市委副
书记、市长王亚联看来，要想产业提质，必须“三化”提升，“三化”
水平高，产业“钱景”好。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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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近年来，云南在省级层面推出多
项贯彻落实中央改革方案的实施方案、
配套方案以及自主创新改革方案，确保
党中央提出的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目标在云南顺利实
现，以全面深化改革增进民生福祉。

云南坚持和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制
度，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持续
打造“协商在基层”云南政协特色品牌，
启动“开展院坝协商·建设文明村寨”行
动，累计开展“院坝协商”1184 场（次），助
推解决具体问题 3365 个；全面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全域创建，创新实施“枝繁干

壮”“幸福花开”“石榴红”等工程，建成
374 个现代化边境幸福村。

在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方面，云南着
力完善联农带农常态长效机制，将农业
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如普洱市
孟连县牛油果种植创新农户土地入股获
利 30%，技术企业以种苗和技术入股获利
30%，国有管理公司、合作社、村集体共同
获利 40%的“334”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
制；创新乡村建设有效方式，如曲靖市沾
益区建立“332”模式（画好三张规划图、
创新三种用地模式、建立两项长效管理
制度），引导农民依规有序建房。

同时，云南还大力推进“文化润滇”

行动，探索打造阅读场景、文化艺术、景
区体验、文化消费和乡村文化生活等 5 种
文化新空间 400 余个；推动义务教育“双
减”“双升”改革落地见效，采取“省管校
用”等创新机制探索破解“县中困境”，实
现县中托管帮扶全覆盖。

医疗卫生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
生。云南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向
纵深推进，不断完善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和救助制度，该省 4562 万参保人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标准规范、方便快捷的医保
服务；探索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推动
9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达到国家基本标准。

云南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增进民生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