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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之际，从革
命圣地延安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从
聆听老一辈革命家谆谆教诲到重温入党
誓词的铮铮誓言，从冲锋在脱贫战场最前
沿到战斗在抗疫防汛第一线……各地纷
纷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纪念活动，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不忘初心、奋力前行，以担当
有为的精神面貌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开展纪念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6 月 29 日，延安宝
塔山天朗气清，山峦叠翠，巍巍宝塔，熠熠
生辉。来自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15
名毕业生党员代表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庄
严宣誓。

在这里，他们迎来了自己毕业前的最
后一堂党课。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

委书记姜庆表示，“七一”前夕让毕业生党
员来到革命旧址接受红色教育，是学院多
年来的传统，希望学子们珍惜这份特殊的
毕业礼物，步入社会后牢记初心使命，把党
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传承下去。

举办红色读书会、共同学党史……在
山东省济南市，多家基层单位在“七一”前
夕开展群众性教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9周年。

（下转第二版）

不忘初心 奋力前行
——各地党员干部群众热烈庆祝建党99周年

开栏的话：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自20世纪70年代末80
年代初“小康社会”战略构想诞生起，四十余载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走到今天，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
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从即日起，本报开设“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专栏，推出系列报道，聚
焦基层一线，展现各地群众小康生活的幸福图景。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焦宏 刘伟林 刘硕颖 文/图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收官之年，粮食安全的支撑作用
怎么样？共和国大粮仓里群众的小康生
活成色如何？近日，记者深入三江平原
腹地的田间地头，品科技、看长势、算收
入，一幅幅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
丽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农业水利化、
科技化、机械化、合作化、产业化、市场
化、城镇化、生态化“八化”在这里不断演
绎，数字化农业、机械化耕种、社会化服
务，伴随着现代农业建设的步伐，当地农
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彻底告别了“汗珠落地摔八瓣”的时代，
种地不再是“土里刨食”的辛苦活儿，农
民迎来了“手中有粮、眼中有景、兜中有
票子”的小康生活新时代。

敢种地、会种地、种好地

初夏时节的凌晨 3 时 30 分，在共和
国每天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黑
龙江省佳木斯市，阳光在黑土地上慢慢
散开，万顷良田在 4 个多月的短暂时光
里充分吸收阳光雨露，孕育金灿灿的“中
国粮食”，装满沉甸甸的“中国饭碗”。

这里是中国粮仓、中国粮都、绿色米
都，是北大荒精神的形成和传承地。
2018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
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粮

食，中国饭碗。”
桦川县星火村，新中国第一个集体

农庄诞生在这里。“过去插秧时全村齐上
阵抢农时，早晨光脚下去插秧，有时地里
还有一层小冰碴，双腿都冻木了。”村党
支部书记崔俊哲说，现在全是机械化种
植，再也不用人工插秧了。过去插秧时
男女老少得在地里忙活半拉月，现在全
村的 7220 亩地都由合作社统一机械化
种植，几天就插完秧了，每垧水稻产量由
过去的5000斤上升到现在的近2万斤。

近年来，佳木斯市人民牢记总书记
重要嘱托和殷切希望，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
焦发力，全市良种覆盖率达到 99%，农
业科技贡献率达到 68.5%，组建现代化
大型农机合作社 145 个，带动农业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97.3%。全市农民专业合
作社 7616个，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
为抓手，突出打造了玉米、水稻、大豆、
杂粮、乳制品、肉鸡 6 条产业链，“佳木
斯大米”“佳木斯大豆”“佳木斯木耳”三
大区域公共品牌叫响神州，“生态米都”
成为佳木斯最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过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依托沃野平畴筑
牢粮食安全“压舱石”。2019 年，全市粮
食播种面积 2768.7 万亩，粮食总产量
217.7亿斤。

“在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我们的
气象和农业专家都会开展专业会商，为

农业生产提供更精准的指导，帮助农民
科学种地。”在富锦市现代农业万亩水
稻科技示范园负责气象工作的西婷婷
告诉记者。这里拥有一座覆盖全市的
农业现代化信息指挥中心，由农业农
村、水利、气象等部门共同参与管理，核
心区 1 万亩农田的气象、水位、病虫害、
农机作业、水稻长势等各类数据汇集一
起，为田间管理提供参考，达到设施建
设标准化、田间管理智能化、农资投入

精细化、节水灌溉精量化、科技服务信
息化。

“示范园采用‘互联网+农业’的手
段，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水稻生产全
程可追溯、农业装备智能化。”富锦市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水稻站站长张羽说，在
这里可以看到全市32个“互联网+农业”
示范基地的农作物种植、长势及农事操
作等全过程。 （下转第二版）

三江平原看小康之一

巧手播种万顷田 大粮仓里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 韩超）根据《农业农村部
关于加强公海鱿鱼资源养护促进我国远洋
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通知》要求，自今年 7月
1日起，我国首次在西南大西洋公海相关海
域试行为期 3个月的自主休渔。公海自主
休渔是我国针对尚无国际组织管理的部分
公海区域渔业活动采取的创新举措，对促
进国际公海渔业资源科学养护和长期可持
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本次休渔范围为32°S-44°S、48°
W-60°W之间的西南大西洋公海海域，是我
国远洋鱿鱼渔业的主要作业区域之一。休渔

期间，包括鱿鱼钓、拖网渔船等在西南大西洋
公海相应区域作业的所有中国籍远洋渔船均
需停止作业。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地渔业主
管部门和相关单位，对休渔期间远洋渔船进
行严格管控，对违反休渔规定的远洋渔船和
远洋渔业企业，将依法予以处罚。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组织有关技术
单位和专家，建立公海鱿鱼资源数据采集
机制，跟踪监测和评价休渔实施效果，为动
态调整休渔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在
东太平洋公海相关海域，将于9月1日起实
施为期3个月的自主休渔。

我国首次公海自主休渔7月1日起实施

本报讯（许显青 王娟 记者 郜晋亮）近日，随着玉树称多 110千伏 II
回供电线路带电投运，2018 年-2020 年“三区三州”青海藏区农网改造升
级行动画上圆满句号。3 年累计实施的 960 个项目共惠及省内 48.5 万户
186.3万人，实现了青海深度贫困地区由“用上电”向“用好电”的转变。

为推动深度贫困地区电网提档升级，国网青海电力在建成玉树、果洛
联网工程，实施村村通动力电“两年攻坚战”等工程基础上，制定 2018
年-2020 年《“三区三州”青海藏区农网改造升级行动计划》，累计投资
86.34亿元，实施网架补强和大电网延伸工程，3年累计新建输配电线路2.3
万千米，新建变电站74座，改造户表9.1万个，解决了496个建档立卡贫困
村、279个深度贫困村、503个易地扶贫搬迁村用电问题，让深度贫困地区
群众用上了稳定电。

“青海‘三区三州’电网项目大多位于三江源地区，高寒缺氧、地形复
杂、生态脆弱，工程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高山大岭十多座，多次横跨长江、
澜沧江天险，项目施工难度大、工期紧、任务重。”国网青海电力副总工程
师杨记宁说。

国网玉树供电公司称多业主项目部项目经理韩建青介绍，为最大程
度减少电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该公司因地制宜采用机械组塔、索道
运输、草皮移植养护等方式，有效保护了三江源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

为确保项目施工进度和质量，国网青海电力成立“三区三州”电网建
设领导小组，建立“日管控、周协调、月考核”机制，针对施工力量薄弱和安
全管控难等问题，发挥集团作战优势，建立“一市（州）帮一县”结对帮扶攻
坚机制和风险等级“红黄蓝”预警机制，推行“挂牌督办”管理，为工程安全
高效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使工程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为确保 6月 30日前全面竣
工的既定目标按时完成，国网青海电力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统一安排部署，
集中优势力量全力实施“‘三区三州’配电网工程百日攻坚行动”。

随着“三区三州”电网建设项目陆续竣工投运，国网青海电力供电范
围内藏区供电可靠率提升至99.8%，电压合格率提升至99.5%，户均配变容
量提升至2.48千伏安，高于国家指标24%，不仅满足当地群众电气化生活
用电，也为当地产业发展添足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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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仁军）近日，记者从辽
宁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新闻发
布会获悉，截至6月15日，全省现有6779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工程已全部竣
工。辽宁省从 2016 年开始进行建档立卡
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到 2019年底已
经完成80653户改造任务。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月印发了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的通知》，3月印发了《关于抓紧推进建档
立卡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房屋鉴定、施

工单位确定、备工备料前期准备和内业管
理等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和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两不误；3月底前，各市基本完成了前
期准备工作。

辽宁省为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建
档立卡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一是严格执行周调度的工
作机制，每周调度工作进展，及时了解各
地开工、竣工情况。二是建立协调机制，
指导各地开展工作，协调解决发现问题，
加快推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三是成立
挂牌督战帮扶组，对全省 14个市尤其是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改造任务的市进行挂牌
督战，采取不打招呼、随机入户的方式现
场指导工作。同时，每周调度工作情况、
协调帮助解决问题，确保按时限完成国家
任务。四是继续深入开展在保障贫困户
基本住房安全方面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的治理。对于各种渠道反映的问题，要
逐项进行整改，对“回头看”大排查中排查
出的问题要抓紧时间进行整改，确保改造
任务按要求完成。五是建立纸质档案和
电子档案系统，确保改造过程纳入纸质档
案记载，保证有据可查。

辽宁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

旧石材砌成石桌石凳、用废旧轮胎做成
“机器猫”、用空油桶做小型垃圾桶、用废弃木
头做秋千椅……近日，笔者在陕西省西安市长
安区五台街道西甘村走访时发现，有一座以垃
圾分类为主题的公园，既让垃圾变成了一道景
观，也让村民在游玩中学到许多环保知识。

垃圾分类意义重大，然而宣传好、实践好
垃圾分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该村建设
垃圾分类主题公园，一方面把垃圾分类、野生

动植物保护等环保知识贯穿到各种造型中，把
枯燥的说教变成生动的景观，寓教于乐；另一
方面也将垃圾变废为宝，给村民提供了一处可
以休闲娱乐的空间。

目前，垃圾分类工作正在全国城乡有序开
展，希望各地能够结合本地实际，不断创新宣
传载体，多些有创意、接地气的举措，让垃圾分
类入脑入心、让城乡环境更加整洁。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村民自建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好
郭志钧

□□ 本报记者 李庆国 芦晓春

近一段时间，由于疫情防控形势突
然变化，北京进入了非常时期，战“疫”
防线全面绷紧。备受社会关注的除了
每日发布的疫情通告，当属与首都2000
万市民息息相关的“菜篮子”。

保供应就是保民生，稳物价就是稳
信心。为保障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北京
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在政府部门的
有效调控下，蔬菜生产合作社、商超企
业、批发市场、有关协会等主体紧密配
合，共同发力。从做好进京蔬菜中转运
输，到紧抓京郊蔬菜合作社生产供应，再
到保障蔬菜市场价格稳定，一场首都“菜
篮子”保卫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蔬果进京中转站：24小时
不停歇+每日运转1000吨

6月28日一大早，位于平谷区马坊物
流基地的进京蔬果中转储运站里，一辆辆

满载蔬菜的货车进进出出，现场一派繁
忙。在入口处，工作人员为货车驾驶员测
量体温，做好登记，而后车辆驶入指定地
点进行全面消杀。随后，车辆驶入卸货
区，一筐筐新鲜蔬菜被搬运到保鲜库内，
等待被运往市区内的各大商超。

当前北京市场蔬菜水果进京运输问
题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6 月 18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就平谷马坊中转站的设立
及具体改造工作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平谷区等进行协调部署。

“我们接到任务后成立了工作专
班，两天两夜完成了中转站的改造。”马
坊镇党委书记马冬梅告诉记者，中转站
所在的马坊物流基地是北京东北部的

“进出口物流主枢纽”和京津冀地区重
要的物流集散地，与多条高速公路相
连，交通便利，承担保障北京生产生活
约30%的物资运输需求。

6 月 21 日，平谷马坊蔬菜中转调运
站完成全流程测试，具备正式投用条

件。当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协调对接，
从内蒙古、辽宁向马坊中转调运站调配
8车次共计112吨蔬菜，主要销往首农集
团、各大商超和电商平台。

“做好周转站主要有两个因素，第
一个是供需匹配，现在‘北京平谷马坊
进京蔬果中转站’微信公众号已上线，
可实现供需信息的有效公开，服务供需
双方，避免了周转站‘肠梗堵’的现象。
第二个就是防控安全，由首创集团提供
24 小时全流程的服务，设立京外、京内
休息区，分开隔离休息，并设立免费核
酸检测点。”马冬梅说。

据介绍，作为北京首家进京蔬果转
运站，马坊中转站包括 2 万余平方米场
地和 5000平方米仓储设施，设立车辆出
入口、消杀区、周转区、临时存储区、封闭
管理区及防疫物资区等。同时具有50台
大型货车停泊能力，每天可中转蔬果等
1000吨。未来，这里也将成为北京应急
保供的一条重要渠道。 （下转第二版）

齐心合力拎稳首都“菜篮子”
——近期北京蔬菜市场保供稳价情况一瞥

近日，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公司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无人农机作业实验田内，无
人驾驶插秧机和搅浆机正在作业。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关桥乡华润希望小镇通过组织剪纸、回绣、厨艺培训，让曾经整天围着灶台转、没有收入的农村妇女有了技能傍身，可以用
自己的双手撑起家中收入“半边天”。图为近日村民冯英在展示自己的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王腾飞 张国凤 吕珂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