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镜头镜头回放回放：：
2022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新

城西门村，先后考察党群服务中心、农产品加工企业。村广场上，村
民们看到总书记来了，欢呼着围拢过来，高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孩子们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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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全军军
事理论工作会议 10 月 14 日至 15 日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他
强调，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事业发展中
具有重要先导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世
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军事革命迅猛
发展，我国安全和发展需求深刻变化，
实现强军目标任务更加紧迫，必须全面
加强军事理论工作。要贯彻新时代强
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军队
建设实践相结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军

事文化精华，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
面向未来，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
手之变，扭住新的历史条件下战建备重
大问题研究，优化军事理论创新顶层设
计，改进军事理论研究模式，加强军事
理论转化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
理 论 体 系 ，为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科学支
撑和引领。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侠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认真学习
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打好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深刻把握加快军
事理论现代化的使命，深入研究新时代
战争和作战理论，重点在立起理论内容
体系、构建组织管理体系、建强研究力量
体系、完善政策制度体系等方面求突破，
不断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新
局面。

会议研究讨论了加快军事理论现代
化有关问题，细化明晰了任务分工和落
实措施，6 个单位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机构、
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
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等
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面加强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

近日，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玉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稻田中，农机在进行收获作业。金秋时节，在佳木斯市广袤的黑
土地上，金色的丰收画卷正在铺展，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劳动景象。 张国俊 摄 新华社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金秋十月，粮满大地。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香日德镇
新源村的小麦田里一片金黄，收割机
来回穿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

“今年夏天，这里遭遇暴雨和大风
极端天气，其他小麦品种倒伏严重，产
量受到影响。”田埂边，伴着收割机轰
鸣声，都兰德恒玛咖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马军说起今年的农情，“多亏了
新品种‘互麦 18 号’，扛住了大风大
雨，我家这十几亩试验田没有出现倒
伏，亩产达 1400 斤左右。”

不远处，海东市互助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推广研究员杨有来正在测产。
当日，由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青海省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有关部门的专家
组成的田间测产组，对香日德地区小麦
新品种“互麦 18 号”高产创建田进行测
产，最终实收产量每亩达1515.32斤。

好收成，源于一颗好种子。近年
来，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持续在
良种推广上做文章，引进示范新品种，
并积极研发适宜不同区域、不同种植
条件的不同农产品良种，切实提高粮
油产量和品质。

杨有来介绍，“互麦 18 号”是互助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经过十几年的努
力，选育出来的抗倒伏性强、高产早熟

的优良品种，今年前期雨水多，后期受
干热风影响，但该品种小麦依旧实现
了预期产量。

自“互麦 18 号”品种审定以后，互
助县在县内建立 200 亩示范田，平均亩
产达 1000 斤，最高亩产达 1300 斤。为
了印证该品种的适应性和潜力水平，
今年在海东市、海西州、海南州等重点
区域进行试种试验。

“今年是一个特殊年份，特殊在
于，大风大雨天气下，普通小麦发生倒
伏，‘互麦 18 号’实现抗倒伏，证明适宜
在海拔 2700 米至 2900 米的脑山地区种
植。”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王
贵全介绍。 （下转第二版）

好收成源于好种子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召开 10 周年之际，10 月 16 日出
版的第 20 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014 年 10 月 15 日《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
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
战线。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
的 作 用 不 可 替 代 ，文 艺 工 作 者 大 有 可
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
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
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
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
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必须高度重视
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
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
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
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
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
祖国鼓与呼。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
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我国作家
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
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
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

讲话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
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
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必
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
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

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
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创新是文艺的
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
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繁荣文艺
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
馨的文艺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
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
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
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

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
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
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
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
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第一，人民
需要文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
精神文化财富。 （下转第二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江娜 李竟涵

距离新疆吐鲁番葡萄沟景区十多公
里，有一个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多民族
居住的城郊村——新城西门村。全村居
民 3000 多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比超
过 90%。

2022 年 7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城西门村。在
村广场上，总书记和村民们亲切交流，
现场气氛格外热烈。总书记说：“56 个
民族，党中央提出来的，像石榴籽一样
地——”广场上的村民大声回应：“紧紧
抱在一起！”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
民族都不能少。在各族群众共同努力下，
今年 1 月，新城西门村荣获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单位称号，并获现场授牌。随着
产业的发展升级，村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也是节节攀升，2023 年，全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3438.04元，同比增长 8.16%。

“56个民族，一个也不能少”

“总书记到我们村里，看了村党群服
务中心，还有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当时的
情景，时任新城西门村党总支书记依克拉
木·艾尔肯记忆犹新，“我们几个村干部围
绕着总书记向前走，边走边介绍。我就站
在总书记的左手边，紧紧挨着他。”

虽然一开始有些激动和紧张，但听
到总书记关心的都是群众的事，依克拉
木·艾尔肯慢慢冷静下来了：“我一想，自
己日常干的就是给群众服务的事，这些
内容我都熟悉。”

随 后 ，总 书 记 来 到 新 城 西 门 村 红
石 榴 文 化 广 场 。 当 时 ，这 里 正 进 行 一
场激烈的篮球赛，比赛和观战的都是村
里群众。看比赛的人群里不知道谁看到

了总书记、认出了总书记，忽然欢呼一
声：“总书记来了！”人群动了起来，打篮
球也停了下来，大家都开始欢呼鼓掌。

“我家正对着村里的红石榴文化广
场，当时广场上有篮球比赛，我就出来看
比赛，没想到总书记来看望我们。”村民
吾买尔·买买提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听说总书记来到我们村，越来越多人围
过来。我的妻子和 3 个孩子也从家里来
到广场上。我小儿子之前踢足球把腿扭
伤了，也一定要来。”

而对依克拉木·艾尔肯来说，印象最
深的细节就是，总书记讲到，“56 个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地——”，话音没落，周围的群
众就齐刷刷地接着说，“紧紧抱在一起！”
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大家都是自然而然
地、声音洪亮地接上了下半句，还说得很
整齐。那一刻，我很骄傲很感动，感情推
动我把这些话说了出来。” （下转第二版）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回访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城西门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8 岁被送养，18 岁因失去弟弟回
生父母家挑起家庭重担，42 岁生重病
住院动手术，生父体弱多病干不了重
农活，生母瘫痪在床十几年……回忆
经历的生活磨难，55 岁的福建省宁德
市周宁县泗桥乡赤岩村村民谢广荣不
胜唏嘘。

“赶上现在这个好时代，只要自
己勤劳，再加上政府的帮助，就会有
收获。”2013 年，谢广荣被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当地党委、政府为她申请
小额贴息贷款，给予产业补助资金，
很快就改变了她的命运。种植蔬菜
30 多亩，建起 70 多平方米的蔬菜保
鲜库，年收入超 10 万元……如今的谢
广荣，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我的印象中，童年都
在拆东墙补西墙中度过”

“这种小辣椒非常辣，1 斤只要
3 元。那一片玉米秸秆过几天要全
部 砍 掉 ，前 一 阵 太 忙 了 ，实 在 顾 不
过 来……”深秋时节，在赤岩村一块
连片的山垅田里，身材瘦小的谢广荣
向记者介绍着近期的农事安排，脸上

洒满阳光。
谁能想到，这个自信坚强、乐观

向上的农村女性，却曾有着一个不幸
的童年。

谢广荣在家里排行老大，两个弟
弟一个小她 3 岁，一个小她 6 岁。“穷，
实在太穷了。在我的印象中，整个童
年都在拆东墙补西墙中度过。”在她
8 岁那年，因为家里吃不上饭，被逼无
奈的父母将她送给了一个很穷但能勉
强吃得上饭的人家。

“在养父母家的 10 年里，什么苦活
都得干。”谢广荣说，因为年龄小个子
矮，只能踩着小凳子做饭。采茶季节，
带着午饭天一亮上山，太阳下山挑着
茶叶回家，晚饭后揉茶烘茶，忙到半
夜。第二天天一亮，继续上山采茶。

“苦，那是真苦啊。”谢广荣回忆
说。每当中秋节或者过年前后，生父
母来看她时，她都忍不住地哭。孩子
是父母的心头肉，谁的孩子会不疼啊，
生父母很不舍，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背
过身悄悄地抹眼泪。

18 岁那年，噩运降临，她年仅 15
岁的大弟弟因病离世。生父身有旧
伤，生母身体不好，小弟弟才 12 岁，
看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说服养父

母，自己回到了生父母家中。养猪种
地、砍柴采茶，她用柔弱的双肩扛起
了四口之家。

“有家在，再苦再累，睡
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家里太穷太苦了，但我不能离开
家自己去过舒服的日子。”到了谈婚论
嫁的年龄，谢广荣抱有这样的信念。
后来，小伙子张宜宝入赘到她家。张
宜宝来自屏南县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
的小山村，家里兄妹 9 人，也是一个穷
苦人家。

婚后，随着 3 个儿子相继出世，一
家人靠种地、采茶已无法维持生计。
为增加收入，夫妻俩每天凌晨 3 点多
就起来挑水、和面、炸油条，天亮了就
到邻近各村叫卖，卖完油条到田里干
农活。炸油条所挣的钱不够家里的花
销，夫妻俩决定到屏南县种香菇。

家里管着 3 亩茶园、4 亩地、3 头
猪，种香菇忙的时候还要到屏南县帮
忙，谢广荣每天都是从早上 5 点忙到
半夜。邻居劝她不要那么拼命，时间
久了身体吃不消，她总说：“吃点苦没
什么，只要有家在，再苦再累，晚上睡
一觉，第二天就好了。”（下转第二版）

农家女撑起脱贫致富“半边天”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

翻开世界地图，“京字号”种子正在
描绘它的全球轨迹：在非洲坦桑尼亚，北
京的高产蛋种鸡繁衍生息，陆续产下鸡
蛋；在美洲巴西、阿根廷，北京种业企业
自主研发的生物育种大豆落地生根；在
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北京自主培育
的蔬菜种子开花结果；在亚洲巴基斯坦，

“京”牌杂交小麦连续多年大规模示范推
广并获丰收……

近年来，北京市在加快建设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的征程上，以全球视野积极
推进种业科技创新，聚力打造“种业之
都”。如今，一步一个脚印，北京种业逐
渐登上世界舞台。

从追赶到跨越：畜禽种业
实现自立自强

一粒良种，万担好粮。在拥有 14 亿
多人口的大国，只有攥紧中国种子，才

能端稳中国饭碗，加快实现种源自主可
控 ，种 业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的 重 要 性 不 言
而喻。

中国蛋鸡育种发展已历经 40 余年。
21 世纪初，我国超过 80%的蛋种鸡需要
进口。如今，仅北京峪口禽业一家公司
在全国蛋种鸡市场就占据了 50%左右的
份额，成为世界蛋鸡育种前三强。

“自从出口坦桑尼亚之后，越来越多
的国际客户希望引进中国种鸡！”峪口禽
业副总经理吴桂琴透露，目前，来自马来
西亚、塔吉克斯坦、沙特、俄罗斯等国家
的企业均有引种合作意向。

去年 6 月，1.65 万羽“京红 1 号”高产
蛋种鸡和“沃德 188”白羽肉种鸡从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出发，漂洋过海 8000 多公
里抵达非洲大陆，实现中国自主培育种
禽出口“零”的突破。

长期以来，全球种禽市场基本由欧
美公司垄断，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家禽
种业，为何能实现从依赖进口到远销海

外的华丽转身？吴桂琴认为，长时间大
力度的育种科研投入，不仅需要魄力，更
需要实力。最重要的是以市场为导向，
培育出能够同时满足消费者、饲养者、制
种者“三级”需求的优新品种。

在她看来，中国种鸡从性能上已经
具备与国际先进品种竞争的实力，也更
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养殖条件和高产需
求。“以优异品种、优质服务赢得更多国
际订单，让更多国产种鸡走向世界。”

同样实现跨越发展的还有北京鸭。
北京烤鸭闻名中外，其背后种源正是全
球白羽肉鸭的鼻祖——北京鸭。早在
2017 年，首农食品集团全资收购英国樱
桃谷公司 100%股权，实现北京鸭“百年回
归”，进一步丰富了我国肉鸭战略性种质
资源和基因储备。

近年来，首农食品集团积极利用樱
桃谷公司核心育种资源赋能原有鸭育种
领域，在稳定欧美市场的基础上，将业务
拓展至东南亚等地。 （下转第二版）

以全球视野打造“种业之都”
——看北京种业如何加速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