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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味 生 民 百
态 ，感 知 乡 土 中
国。本报脉动栏目
改版推出：《小村，
琐屑时光里的躁动
与憧憬》。

（详见今日四版）

导读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一书，已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
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 2012 年 11 月 17 日
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为开卷篇，以 2019
年 7 月 9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收卷篇，收
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的重要文稿 70 篇，约 14 万字，其中部分
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作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
保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围绕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重大意义、方向
原则、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进
行深刻阐述，极大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
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
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
和定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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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指导意义。（《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主要篇目介绍见中国农网）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党对
一切工作的领导》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杭州10月27日电 第六届
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三届全国
残疾人展能节 10 月 27 日在浙江嘉兴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就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促进
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
示指出：广大残疾人自强不息，依靠自身

努力创造幸福生活和社会财富，令人尊
敬。此次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暨残
疾人展能节的举办，将再次展示残疾人的
奋斗风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持续不懈做好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和就

业创业促进工作。全面落实残疾人就业
法规政策，针对残疾人实际创新方式、丰
富内容，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做好
就业创业指导帮扶，着力消除残疾人就业
创业障碍，推动农村贫困残疾人精准脱
贫，帮助更多残疾人用勤劳和智慧实现就
业创业梦想和人生价值。

李克强就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促进残疾人就业创
业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梦想和人生价值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全文
如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
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
崇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
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
思主义对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继承发
扬中华传统美德，创造形成了引领中国
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人民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全面提升。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
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战略任务，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
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
必然要求。

2001 年，党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有
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立根塑魂、正
本清源，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思想
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
性不断提升，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思想广为弘扬，崇尚英雄、尊重模范、学
习先进成为风尚，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大
大增强，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
养不断提高，道德领域呈现积极健康向上
的良好态势。

同时也要看到，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

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
由于市场经济规则、政策法规、社会治理还
不够健全，受不良思想文化侵蚀和网络有
害信息影响，道德领域依然存在不少问
题。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道
德失范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
人主义仍然比较突出；一些社会成员道德
观念模糊甚至缺失，是非、善恶、美丑不分，
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
造假欺诈、不讲信用的现象久治不绝，突破
公序良俗底线、妨害人民幸福生活、伤害国
家尊严和民族感情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
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采取
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
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把握规律、积极创新，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 新华社记者 邹伟
罗争光 刘奕湛 林晖

天下大治，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
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矢志不渝的追寻。

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将在京召
开。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是会议的鲜明主题。

蓄积七十年磅礴之力，奋进新时代筑
梦之途。

时代正见证，历史将铭记。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改革创新、开拓前行，不断迈向“中国之治”更
高境界，必将实现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长
治久安，为人类制度文明作出新的中国贡献。

积厚以成势——我们党领
导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形
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
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创造了
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
治稳定奇迹

金秋时节，北京展览馆人潮涌动。
走进“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沿着波澜壮阔的时光隧道，人们纵览新中

国70年来改天换地的巨变。
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

党的选举制度……一块块展板、一件件展
品，勾勒出70年发展奇迹背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完善、从探
索前进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跃升曲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作出许多重大改
革，使得中国飞速发展，成长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治理体制的高
效和成功。”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中欧论坛
创始人戴维·戈塞感慨。

站立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
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借鉴人类制度
文明有益成果，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不
断实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
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下转第七版）

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写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

10月26日，西藏林芝市米林县羌纳乡林巴村村民在果园里摘苹果。2014年，西藏自治区与四川省签订农牧科技战略合作协议，西藏苹果产业加
强了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目前，林芝市已建立了8个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累计示范推广3.5万亩以上。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本报讯（记者 吴佩）7月下旬以来，长江
中下游和江南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高温少
雨天气，江西、安徽两省旱情持续发展。当
前正值双季晚稻成熟收获期和冬小麦、冬油
菜播种期，持续干旱对局地晚稻等秋粮生产
和秋冬种作物适期播种造成不利影响。为
大力推进科学抗旱，减轻干旱影响和损失，
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农业农村部在前期组派
专家组赴灾区开展技术指导的基础上，10月

26日再次派出2个抗旱工作组，深入江西、
安徽两省受旱区，督促指导抗旱救灾工作。

据介绍，工作组将深入生产一线，指导
落实农业科学抗旱措施。一是科学研判灾
情。深入重灾区田间地头，与当地农技人
员一道，实地查看旱情和作物长势，评估干
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制定完善抗旱田间
管理技术方案，指导农民因时因墒因苗落
实抗旱田管措施。二是落实抗旱措施。指

导农民广辟水源，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农
机服务队作用，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有效减
少用水量，努力扩大浇灌面积，力争能浇尽
浇。加强分类指导，针对不同作物、不同受
旱程度，科学调控肥水，提高抗旱能力。三
是确保适期播种。落实关键技术，重点抓
好机械耕整、深松整地，及时抢墒、补墒、造
墒播种，确保适期适墒播种。同时，帮助基
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再赴江西安徽指导抗旱救灾

近日，广西某地多位村医反映，县卫生部门
前两年发到银行卡里的大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补助资金一直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而后又

“不翼而飞”。经查实，当地卫健局违规将600余
万元的补助资金脱离监管长达2年7个月。

补助资金直接发到卡里，本就是为了方便

医生领取，避免挪用截留。可已经“打”到卡里
的钱不仅不能用，还半路被退回。这不但表明
补助资金管理较为混乱且存在监管盲区，更显
露出地方对于村医权益的漠视。

村医在追问资金去向的同时，也留下了一
些疑问：补助资金何时才能发到手？和补助资
金挂钩的绩效考核是否公开透明？莫让冻结
的补助资金“冷”了人心，更要谨防村医的补助
成了某些群体损公自肥的“唐僧肉”。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莫让冻结的补助资金“冷”了人心
王刚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7日电（记者 梅世
雄 廖君）共享友谊，同筑和平。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27日晚在湖北省武汉市圆满落
下帷幕。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
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许其亮宣布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闭幕，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致闭幕辞。

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来自109个国家
的9300余名军体健儿同场竞技，用体育架起
沟通的桥梁，让武汉这座城市镌刻下军人的
荣耀，闪耀着体育精神的光芒。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设置了27个大
项、329个小项的比赛，各国军人运动员以顽
强的毅力挑战极限、攀越新高，共打破 7项
世界纪录、85项国际军体纪录。中国人民解
放军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33枚金牌、64枚银
牌、42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闭幕

□□ 本报记者 陈兵 高飞

总有一些城市在时空的维度内显得
与众不同。江苏省淮安市，经纬交织，南
北地理分界——秦岭淮河线穿城而过，
京杭大运河以其为中点；回溯千年时光，
此地贤能辈出，西汉淮阴侯韩信助力刘
邦定鼎中原，明代小说家吴承恩一部《西
游记》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共和国开
国总理周恩来不但是国人心中的丰碑，
也是淮安这座城市最亮的名片。

拉回时空广角，聚焦城乡微观。在
乡村振兴道路上，淮安市充分认识并发
挥农产品数量多、品类全、品牌基础好
的优势，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坚
持不懈走全品类、整市域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发展之路，农业品牌创建工作走

在了全省前列。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
说，市委、市政府部署推动农业品牌建
设，推广应用“淮味千年”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目的是为了凝聚全市优质农产
品发展潜力，增强市场竞争合力，推动
更多农产品走出淮安、走向全国，助力
淮安申创世界“美食之都”。

品淮安农品，观“淮味千年”。深秋
时节，记者在淮安市走访政府、企业和农
户，一路感受“淮味千年”所蕴含的丰富
内涵和价值意义，所见所闻，令人振奋。

如何破题？
——为优质农品贴上“淮味千年”

“盱眙龙虾”通体红亮，“淮安大米”晶
莹郁香，“洪泽湖大闸蟹”爪金毛黄，“淮安
红椒”鲜红如火，“淮安茶馓”味香浓郁。

一个个鲜香的淮安地产食材，正如家喻户
晓的淮扬菜，越来越多地走进千家万户，
满足着全国各地的资深“饕餮”。

品质呱呱叫，品牌响当当。据了
解，目前淮安市共培育出涉农中国驰名
商标 7 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26 件，农
产品注册商标近万个。然而，一个瓶颈
也活脱脱地摆在淮安人面前：在全国农
产品品牌百舸争流的局面下，众多淮安
地区的农产品品牌仍然是“小船游弋”，
并无“舰队优势”。

“必须打造淮安农产品品牌旗舰，高位
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淮安市市长蔡丽新
说，去年3月15日，市委、市政府在北京举办

“淮味千年”专场发布会，在全省较早构建
起了“母品牌+子品牌”的市级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和发展体系。（下转第三版）

兴一个品牌 强一方产业
——江苏省淮安市推进“淮味千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纪实

□□ 周晓羽 本报记者 阎红玉

近日，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江畔农
牧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收割机正在田间
来回穿梭作业，轰鸣的机器声，金黄的稻
谷，一片丰收的景象。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的 260 公顷
‘德惠小町’都已成熟，目前正抢抓晴爽天
气收割。”江畔农牧专业合作社经理于加
双望着正在作业的收割机说道。

据了解，该地块位于德惠市岔路口
镇北斗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内，今年正式
开展水稻无人种植示范，包括北斗农机
自动驾驶、无人机植保作业、遥感农情监

测、智能化农业作业指导等内容，并探索
北斗导航、卫星遥感在农业中的应用。

“由于插秧时采用了内设北斗卫星定位
系统无人驾驶的插秧机，机插出的稻苗
行距和株距特别标准，稻苗生长期的采
光、通风条件好，进而提高了稻米的质量
和产量，今年，每公顷‘德惠小町’产量大
概在 8-9 吨，每吨能卖 3000 元左右。”于
加双介绍。

今年，岔路口镇开展了300亩数字农
业试验田建设，春季插秧采用了北斗导航
无人驾驶插秧技术，夏季田间管理主要采
用无人机植保，秋季收割实现全部水稻无
人驾驶机收模式，在降低劳动成本、提高

水稻产量上有明显的作用。全镇 6 个村
4500 公顷稻田实施绿色食品基地建设，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以企业
订单式采购农户的粮食，让农户种得省
心、卖得放心。目前，企业与农户协议签
约率完成85%以上。

“下半年，我们围绕‘德惠小町’品
牌，整合周边粮食生产企业力量，统筹优
质村屯地块，以 6000 公顷‘德惠小町’特
色稻米生产区为依托，向省发改委申报
了全省第二批特色小镇。”岔路口镇副镇
长李恩深表示，希望以此有力推动“德惠
小町”大米品牌建设，为农民增收提供强
力支撑。

智慧农业助力“德惠小町”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