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29日 星期二 农历甲辰年九月廿七 十月初七立冬 第128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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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工程”的高原画卷如何绘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推进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推动移风易俗。”

（扫码观看相关视频）

镜头镜头回放回放：：
2022年10月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

高桥镇南沟村果园，向现场采摘的果农了解今年苹果收成，同老乡们
亲切交流，并采摘了一个红红的大苹果。习近平详细询问苹果种植
技术、采摘方法、品种质量、销售价格、村民收入以及如何发展苹果种
植和其他产业等，老乡们一一回答。习近平指出，老乡们过上了好日
子，但还要继续努力往前走，让生活越来越美好。

山沟沟里的苹果别样红
——回访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10月 28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二
十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巡视工作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突出问题导向、贯彻严的基
调，创新组织方式、深化上下联动，利剑作
用持续彰显。从巡视情况看，中央和国家
机关、中管金融单位党的建设得到加强，
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要严肃认真抓好巡视整改，强化“一

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责任，加强
对巡视整改的组织统筹和日常监督，把巡
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
治党结合起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结合起来，融入日常工作、融入职能职
责，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不断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政治担当，敢作善
为、攻坚克难，主动为党分忧、为国尽责。
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以
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要增强
忧患意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
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不断增强凝
聚力、战斗力。要清醒认识反腐败斗争形
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彻底的自
我革命精神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持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
本兼治、系统施治，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
压态势，不断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
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
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 议《 关 于 二 十 届 中 央
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
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识、适应、引
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
系和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
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效降低生育、养
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
生育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
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若干措施》从 4方面提出系列生育支
持措施。

一是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增强生育保
险保障功能，指导有条件的地方将参加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完善生育
休假制度，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假、生育
奖励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假期落实到
位。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指导地方做好政
策衔接，积极稳妥抓好落实。加强生殖健
康服务，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
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二是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提高
儿童医疗服务水平，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儿
童用药按程序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增加
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优先实现托育综合服
务中心地市级全覆盖，大力发展社区嵌入
式托育，积极支持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
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大力发展托幼一体
服务。完善普惠托育支持政策，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结合实际对普惠托育机构给予
适当运营补助。促进儿童发展和保护。

三是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
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支持中小学

校积极开展课后服务和社会实践项目，鼓
励各地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具体实施
办法。加强住房支持政策，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加大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的支持力
度。强化职工权益保障，鼓励用人单位结
合实际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方
式，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

四是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积极
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
观、生育观、家庭观。加强社会宣传倡导，
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宣传教育专项行
动。加强人口国情国策教育，将相关内容
融入中小学、本专科教育。

《若干措施》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新时代
人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细化实化优
化具体措施，落实政府、用人单位、个人等
多方责任，确保生育支持各项政策措施和
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推 动 建 设 生 育 友 好 型 社 会 的 若 干 措 施》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10月 28日下午就建设文化强国进
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锚定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
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
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
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
化根基。

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王博同志就
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
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

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
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
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
础和群众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发展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
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
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
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
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
产经营机制。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
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
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
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 定 建 成 文 化 强 国 战 略 目 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少雅

又是一年丰收时！在陕西省延安市
安 塞 区 高 桥 镇 南 沟 村 ，沉 甸 甸 的 果 实
挂满枝头，红艳艳的苹果映红了陕北的
川 川 峁 峁 ，也 映 红 了 陕 北 老 乡 喜 悦 的
面庞。

跟着父亲回村种苹果一年有余的南
沟村村民赵伟在地头架起了三脚架，对
着果园开启了“直播带货”：“这是我和父
亲种植的延安苹果，汁水多、甜度高，感
兴趣的朋友可以买一点儿尝尝。”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
第一次外出考察就来到延安。在南沟村
考察时，望着漫山遍野的红苹果和现代
化的配套设施，总书记指出：“这就是农
业现代化，你们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
方向。”“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

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
大有前途。”近些年来，南沟村的父老乡
亲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断促进苹果产业
高质量发展，开拓出一条乡村“土特产”
的进阶之路。

小苹果种出“新花样”

“我是个种地的‘老把式’，是南沟
村最早会种苹果的人。但南沟村的苹
果 能 发 展 到 现 在 ，有 了 这 么 多‘ 新 花
样’，却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南沟村
村民赵永东说。

用陕北老乡的话说，南沟村是一个
“拐沟村”，就是“卡”在半山腰的村子，相
对于“川道村”发展条件差，老百姓的日
子也更苦。“过去我们总说南沟村有‘三
难’，出行难、娶媳妇难、村干部干事难，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字——穷。”赵永

东告诉记者，南沟村的日子红火起来，就
是从苹果产业走上“现代化”的路子开
始的。

走在南沟村的山地苹果示范园里，
整齐栽种的矮化密植果树枝繁叶茂，果
树 每 行 相 距 4 米 ，每 株 距 离 1.5 米 到 2
米。有的苹果树下铺着反光膜，为果子
提供充足的光照，确保果子口感好的同
时，着色也漂亮均匀。而有的果农出于
土壤保墒需要，苹果树下铺上了黑色的
地布。

陕北的村庄，种果树发愁事情有很
多，“干旱”“倒春寒”“冰雹”都有可能“一
票否决”果农一年的收成。为此，南沟村
修了 7 座蓄水坝，下雨时把雨水引入水坝
里，再通过滴灌，把水精准地浇在每一棵
果树的根部，“留水”加上“节水”，成功地
解决了“旱”的问题。 （下转第四版）

大美青海，生态山河。习近平总书记
今年赴青海考察时强调，推进高原美丽乡
村建设，推动移风易俗。这是总书记首次
提出“高原美丽乡村”，为青海等中西部地
区绘就“千万工程”的高原画卷，塑造高原
乡村的绿水青山格局，提供了重要指引。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早在2003
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实
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万千
村庄的美丽蝶变，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提供了生动范例和标杆。但我国幅员辽
阔，不同区域发展程度相差巨大，尤其对中
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要建设什么样的乡
村？怎样建设乡村？总书记提出“高原美
丽乡村”，为中西部高原地区打造具有地域
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指明了方向。

大致看来，我国的高原主要集中在
“胡焕庸线”以西的区域，该线东南方以平
原、水网、丘陵等地貌为主，西北方则是草
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它以57%的
国土供养大约全国6%的人口。同其他各
地美丽乡村建设一样，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不仅是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工程，也

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民心工程，旨归都是让
农牧民切实感受到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75年来，许多
曾经住毡房、铺羊皮、点羊油灯、饮大河水
的农牧民，如今住进了亮堂堂的新房子，
享受到现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如画
风景中享受着品质生活。但也不能忽视，
在乡村建设上，高原地区相较其他地方还
有不小差距。而且，建设高原美丽乡村也
面临独特的考题。干旱、寒冷、高山，生态
环境脆弱，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基础建设
难度高，加上多民族多语言的复杂人文环
境，种种因素如一道道天然“门槛”，加剧
了高原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难度和复杂
性。例如，每年长达数月的冻土期，考验
着施工的质量和速度；个别地方还存在

“人畜混居”问题，如何开展好人畜分离
项目，考验着人居环境改善的进度；高原
地区是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能否尊
重少数民族习惯和传统，打造具有民族地
域特色的民居，考验着建设的温度……这
些都对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
求，需要综合考量，统筹兼顾。

高原美丽乡村既要塑形，更要铸
魂。从传统“逐水草而居”到过上现代化
生活，农牧民对现代文明理念的理解和
认识需要过程。在农牧区推动移风易
俗，要避免简单粗暴地改变民族传统习

俗，可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党员干部带头
示范等方式，努力成风化俗；可从农牧民
喜好着手，通过完善文体活动室、电影放
映室等丰富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引导群众自觉接
受现代文明理念。

缺氧不缺精神，雪域高原常被看作是
锻造精神的高地，推进高原美丽乡村建设
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必须稳扎稳
打、坚持不懈、久久为功。高原脆弱的生态
环境容不得随意“翻烧饼”，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要，也决定了美丽
乡村建设“绝不能刮风搞运动、做表面文
章”，只有扎扎实实地把好事办好、实事办
实，才能让农牧民由内而外地过上现代
文明生活。

千山堆绣、百川织锦，灿烂的秋阳洒落
在大山大河间的座座村落。我们期待看
到，更多具有地域特色、民族风情、时代风
貌的美丽乡村，如格桑花般绽放在壮美的
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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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倩倩

“今年大豆长势非常好，颗粒饱
满，籽粒金黄。”近日，在李继睿家大豆
田，收割机来回穿梭，一片忙碌景象。

李继睿今年 24 岁，是山东省德州
市陵城区徽王庄镇的“新农人”，今年
是他种植大豆的第二年，种了 100 多
亩，主要选用“齐黄 34”和“郓豆 1 号”
两个品种。在田里摘下一串豆荚，打
开其中一个，外形圆润、颜色金黄的大
豆就“跳”了出来。“长得非常好，今年
的产量稳了。”李继睿十分开心，“播
种时有农技人员为我们提供选种指
导，哪个品种抗性好、哪个品种高产，
种下去就是不一样。就拿‘齐黄 34’

来说，我们结合水肥一体化的管理方
式，不仅达到了稳产高产的效果，日常
田间管理也很省心，再加上今年大豆
长得好，预计每亩能产 300 多公斤。”

在李继睿家大豆田不远处，是一
片大豆品种展示示范田，“这块田里目
前种植了山东省主导的大豆品种，如

‘齐黄 34’‘郓豆 1 号’‘菏豆 33’等，这
些品种多年来在高产示范中创造了亩
产 300 公斤以上的高产纪录，为当地
大豆生产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
用。”德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推广研究
员、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德州综合
试验站站长高凤菊告诉记者。

“良种在大豆产量的提升方面，就
发挥了 40%的作用，田间管理技术和

立地条件各占 30%。”高凤菊说，种子
的质量直接影响了大豆的产量和品
质，良种的推广可以提升大豆的生产
能力，能让农民卖得上好价钱，也为大
豆加工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原料。

优良的种子，是丰收的基础。尤
其是近年来极端天气时有出现，农作
物产量直接受到影响，大豆生产也是
如此。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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