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26日 星期六 农历甲辰年九月廿四 十月初七立冬 第12845期（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5 邮发代号：1-39 农民日报社出版 E-mail：zbs2250@263.net

中国农网 网址：www.farmer.com.cn

FARMERS’DAILY 农民日报
新闻客户端

农民日报
官方微信

新华社北京10月 25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
在中国海洋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际，向全

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以建校百年

为新起点，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
牵引，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
养模式，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
关，努力培养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
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为建设教育强
国、海洋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为私立青岛大学）
创建于1924年，2002年由青岛海洋大学更
名为中国海洋大学。近日，中国海洋大学
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
百年办学的奋斗历程，表达积极服务海洋
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

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 努力培养
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

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
你们好！来信收悉。值此中国海

洋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际，向全校师生
员工、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希望你们以建校百年为新起点，以
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完善
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

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努力
培养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
的优秀海洋人才，为建设教育强国、海
洋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4年10月24日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回 信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郑力吉 崔鹏家

10 月 25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4 年前三季度农业
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张兴旺，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夏更生，农
业农村部党组成员李敬辉，农业农村部
总农艺师、种植业管理司（农药管理司）
司长潘文博出席发布会并答记者问。

张兴旺表示，截至 10 月 24 日，全国
秋粮收获进度已超八成，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保障进一步夯实。生猪养殖业
稳步发展，奶牛养殖增速减缓，价格企稳
回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不断提升，脱
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前三季度农

业农村发展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
势头，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面积、单产实现双增 粮食
产量预计突破1.4万亿斤

张兴旺表示，我国粮食产量在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今年
预计将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今年粮食
丰收，天帮忙是客观条件，政策好、人努力
才是关键。今年中央财政加大对粮食生
产支持力度，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实现了全覆盖，提高了小麦、
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粮
积极性。各地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间作套

种，秋粮面积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
玉米面积增加较多，对整体增产贡献较
大。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接续
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新启动了大豆单
产提升工程，指导各地落实适当增密、提
高播种质量、水肥一体化、“一喷多促”等
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预计单
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超过七成。

潘文博介绍，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
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粮食单产提
升工程，加快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
制“五良”集成，季季紧抓、茬茬接续、环
环相扣挖掘单产潜力，推动大面积均衡
增产。 （下转第三版）

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飞）10 月 24 日，农业农村部召开高层
次青年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部党组书
记、部长韩俊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一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部署，
一体推进农业科技、人才、教育工作，坚
持“引育留用”协同发力，以高层次青年
人才为引领，建强农业农村系统青年人
才队伍，加快形成生态良好、英才荟萃、
本领过硬、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为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
有力人才支撑。

会上，15位农业农村系统高层次青年

人才介绍个人成长经历，提出青年人才工
作建议，部系统 5 家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
交流青年人才培养有关做法。韩俊强调，
人才是第一资源，青年人才是人才队伍中
最富创新活力的生力军，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大批有理想、
敢担当、肯奋斗的青年人才。近年来，部
系统青年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重大农业
科技攻关、重大政策研究、新闻出版、工程
规划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照农
业强国建设要求，在领军人才数量、人才
队伍结构、培养激励配套措施等方面还存
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强化
举措、完善制度，谋划务实管用的抓手载
体，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韩俊强调，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青年人
才快速成长、脱颖而出的制度机制，稳定
增加基础性支持项目，加大竞争性项目倾
斜，解决好部系统青年科技人才职业生涯
早期缺乏稳定支持的问题，加快建立以创
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
价体系，有意识、有计划地让青年人才担
任团队骨干、挑大梁，畅通青年人才成长
通道。要放手使用多压担子，让青年人才
在农业科技攻关中当主角，在服务基层一
线中担重任，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历练成
长。要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为青年人才
松绑赋能，科学设置青年人才的评价考核
周期，推动青年人才主要时间用于科研和
业务活动。 （下转第二版）

农业农村部召开高层次青年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强调

建 强 农 业 农 村 系 统 青 年 人 才 队 伍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0月24日，游客在贵州省开阳县高寨乡牌坊村一家民宿观赏云海。近年来，开阳县结合当地自然风光、茶园景观等自然条件，通过招
商引资、农民入股经营、农村闲置住宅改造等方式，打造特色乡村民宿品牌，大力发展民宿经济，有效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目前，全县
挂牌民宿、乡村客栈等200余家，形成了牌坊村、马头村、苗寨村等5个乡村民宿集群发展态势。 袁福洪 摄 新华社发

□□ 乔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曾经，鲁三权是甘肃省环县山城乡
八里铺村一名“穷羊倌”，家庭负担重，经
济困难。面对老人患病、孩子待婚等生
计难题，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是凭着不
服输、不认命的韧劲，一路闯、一路干，最
终成功摆脱贫困的逆境，还成了当地有
名的致富“带头人”，带领一家四代人过
上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面对贫困不气馁不逃避

记者在村里见到年近花甲的鲁三权
时，身材偏瘦、皮肤黝黑、不善言辞的他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家住的新居宽敞
明亮，院后的养殖圈舍收拾得十分干净，
圈舍里满是牛羊，不是村里人介绍，外人
很难知道曾经的日子有多艰难。当地的
村干部告诉记者，以前，和环县大多数山
村一样，这里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产业发
展单一，贫穷在乡亲们眼里就像是一道
不可逾越的“鸿沟”。2012 年，脱贫攻坚
的好政策如同春风吹进了八里铺村，鲁
三权连同村里 181 户群众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党的好政策让我们一家看到了新
希望。”鲁三权说，他心里清楚，自己是家
里的顶梁柱，要过好日子不能完全依靠

政府帮扶，自己必须要更加努力，去改变
现状，才能真正摆脱贫困。

2014年，在政府危房改造政策的支持
下，鲁三权顺利新建了 3 间崭新的砖瓦
房。“政府补助了 1万多元，为我们减轻了
很多负担。住房宽敞了，儿子的终身大
事很快就提上了日程，紧接着，家里三代
人变成了四代人。”鲁三权回忆说，从脱
贫攻坚开始，感觉家里的日子越来越有
奔头。 2015 年，家里用上动力电；2016
年，通了自来水；2018年，柏油马路从家门
口穿过……村里的面貌越来越好，家里的
面貌也一年一个样。

（下转第三版）

从“穷羊倌”变致富“带头人”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助力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农业
农村部印发《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智
慧农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今后
一段时期推进智慧农业的工作思路和重
点任务。

《指导意见》提出，要全方位提升智

慧农业应用水平，包括推进主要作物种
植精准化、设施种植数字化、畜牧养殖智
慧化、渔业生产智能化、育制种智能化、
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和农业农村管理服
务数字化等 7 项重点任务。《指导意见》强
调，要加力推进智慧农业技术创新和先
行先试，重点是加快技术装备研发攻关，
建设智慧农业引领区，健全技术推广服
务体系。同时，《指导意见》明确，要有序
推动智慧农业产业健康发展，关键是加

强标准体系建设，强化数据要素保障和
人才队伍建设。

为推动《指导意见》落地实施，专门组
织制定了《行动计划》，聚焦重点领域关键
环节，突出行动导向和可操作性，部署实
施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重点领域
应用拓展、示范带动三大行动。在公共服
务能力建设上，加快打造国家农业农村大
数据平台、农业农村用地“一张图”和基础
模型算法等公共服务产品；（下转第四版）

农业农村部出台发展智慧农业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

□□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杨依军
人民日报记者 胡泽曦 张志文

从北京出发，飞越 5 个时区、5000 多
公里的长途。习近平主席的专机抵达喀
山国际机场。

迎着正午阳光，习近平主席健步走
出舱门。放眼望去，一片橙黄橘绿的斑
斓。2013 年以来，第 10 次踏上俄罗斯土
地，第一次来到古城喀山。

10 月 22 日至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六次会晤，金砖大家庭扩员后的首
度线下聚首。中国元首外交开启新一轮

“金砖时间”。
在喀山，不到 48 小时，十多场双多

边活动。国际媒体这样报道：“习近平
主席喀山之行的‘每一步’都受到特别
的关注。”

从领导人小范围、大范围会议到“金
砖+”领导人对话会，从擘画“大金砖合
作”未来之路到壮大“全球南方”团结之
力，一次次伙伴间的畅叙深谈，一项项登

高望远、胸怀天下的理念主张，凝聚起和
平与发展的正能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
注入希望之光。

“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
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我们要
利用好这次峰会，保持好金砖发展势头，
谋划好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同
心同德，勇毅前行，推动金砖国家集体再
出发。”

江河奔涌，日月新天。习近平主席
喀山之行，引领谱写人类发展新时代的

“金砖华章”。

（一）启程，领航“大金砖”

21 世纪的世界舞台上，金砖是一颗
冉冉升起的“新星”。

乘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
体性崛起的澎湃大潮，顺应世界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浩荡大势，金砖完成
了由新颖的经济学概念向新型的国际合
作机制的华丽演进，实现了从“金砖四
国”到“大金砖合作”的卓然壮大。

历史创造了金砖，金砖也在创造着
历史。

23 日上午，喀山会展中心，载入史册
的一幕。在印有“金砖 2024”标识的巨幅
背景板前，金砖大家庭新老成员国领导
人肩并肩站在了一起。快门声此起彼
伏，首张“大金砖全家福”从喀山传向全
世界。

“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
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
习近平主席从金砖发展和世界变局两个
维度深刻阐述金砖扩员的非凡意义。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一半、贸易额
占全球贸易额五分之一，经济总量按购
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七国集团——这张

“全家福”所代表的，是一支蓬勃发展、前
程远大的新力量。

从世界财富体系的边缘者到全球经
济增长的引擎，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
者到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这张

“全家福”所昭示的，是一个潮起南方、万
象更新的新时代。 （下转第二版）

“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
——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纪实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2024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
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
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
情况。

王毅说，金秋十月，习近平主席飞赴
伏尔加河畔千年古城喀山，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这是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习近平主席首次
出访，也是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后
首次峰会。在喀山停留不到 48 小时里，
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十多场活动，多边
双边结合联动，老友新朋聚首畅谈，日程
丰富紧凑，内容务实高效，访问圆满成
功。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密集报道，普
遍认为此访成果丰硕、亮点纷呈，谱写了
金砖国家团结自强新篇章，开辟了全球
南方发展繁荣新前景，中国再次发挥了
作为金砖合作中坚力量、全球南方核心

成员的重要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下，大金砖合作引领全球南方大团结，
正在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开辟大金砖合作新阶段

王毅表示，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于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
大潮中，牵动着世界格局演变和国际力
量对比。成立 18 年来，金砖不断发展壮
大，人口占全球近一半，经济总量占世界
比重超过三成，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 50%，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最重
要平台。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
面临冲突动荡还是和平发展的关键抉
择，金砖合作机制也进入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关键阶段。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好
金砖前景，热切期盼金砖国家在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方

面发挥更大作用。与此同时，金砖合作
也面对一些唱衰甚至疑惧的声音。习近平
主席全程出席金砖领导人小、大范围会
议，结合金砖扩员后面临的新形势，深入
阐述“大金砖合作”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原
则，深刻指出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
彼此的共同追求。时代的风浪越大，我
们越要勇立潮头，展现历史主动，要以坚
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
谋，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
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
锋力量。

习近平主席把脉国际格局演变和全
球发展大势，深刻阐述推动“大金砖合作”
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指出金砖国家应
努力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
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
者、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可持续发展的
践行者、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文
明和合共生的倡导者。 （下转第四版）

大金砖 大团结 大作为
——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

谱写金砖国家团结自强新篇章，开辟全球南方发展繁荣新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