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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河南南阳5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4 日上午在河南省
南阳市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南水北调工程事
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进入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
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畅通的国内大循环，促进南北方
协调发展，需要水资源的有力支撑。要深入分析南
水北调工程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发展和
安全，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遵循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
重大水利工程论证原则，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
间均衡配置，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提高水资源集

约节约利用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国家发展改革委

主任何立峰、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河南省委书记
王国生、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先后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强调，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自古以来，我国基
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
极不均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开展了大规
模水利工程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
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
境治理，建成了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水工

程。南水北调是跨流域跨区域配置水资源的骨干工
程。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主体工程建成通水以
来，已累计调水400多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1.2
亿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南水北调工程的
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指出，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的实施，使我们
积累了实施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宝贵经验。一是坚
持全国一盘棋，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从中央
层面通盘优化资源配置。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从中
央层面统一推动，集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要素，统
筹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三是尊重客观规律，科学审
慎论证方案，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既讲人定胜天，也讲
人水和谐。四是规划统筹引领，统筹长江、淮河、黄河、

海河四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顾各有关地区和行业需
求。五是重视节水治污，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
通水、先环保后用水。六是精确精准调水，细化制定水
量分配方案，加强从水源到用户的精准调度。这些经
验，要在后续工程规划建设过程中运用好。

习近平强调，继续科学推进实施调水工程，要在全
面加强节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的前提下，统筹加强
需求和供给管理。一要坚持系统观念，用系统论的思
想方法分析问题，处理好开源和节流、存量和增量、时
间和空间的关系，做到工程综合效益最大化。二要
坚持遵循规律，研判把握水资源长远供求趋势、区域
分布、结构特征，科学确定工程规模和总体布局，处
理好发展和保护、利用和修复的关系，决不能逾越生态
安全的底线。三要坚持节水优先，把节水作为受水区

的根本出路，长期深入做好节水工作，根据水资源承载
能力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四要坚
持经济合理，统筹工程投资和效益，加强多方案比选论
证，尽可能减少征地移民数量。五要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
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水源涵养，加大生态保护
力度，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水资源保护，持续抓好
输水沿线区和受水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六要加快构建国家水网，“十四五”时期以全面
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以优化水资源配置体
系、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为重点，统筹存量和增
量，加强互联互通，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
动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
水安全保障。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深入分析南水北调工程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韩正出席并讲话

据媒体报道，由于医学常识匮乏，自身
又不重视，部分农民工在平时身体没有明显
症状的情况下不积极体检；身体不适时，选
择买点药而不去正规医院就医，往往小病酿
成大病，甚至危及生命。

农民工群体具有规模大、分布范围广、流

动性强等特点，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正规健康教
育十分迫切与必要。关注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公共卫生问题。

首先用人单位应当对农民工健康教育重
视起来，在吸引农民工就业的同时，承担起相
关健康教育责任。从媒体及社会机构角度来

看，推出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健康教育“套餐”，
让“健康讲座”跟随农民工流动起来，普及科学
权威的健康知识。最理想的状态是，社会各方
携起手来，建立成熟的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共
同守护农民工群体的身心健康。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健康教育，也要“流动”起来
杨玉龙

□□ 陈小平 杨怡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蒋文龙

作为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的省份，
浙江人究竟依靠什么养活自己？省农
业农村厅厅长王通林日前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通过“农业芯片”的研发，
实现科技赋能，提高产量和品质，是浙
江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在中国种业版图上，浙江尽管没有
“隆平”“丰乐”“登海”这样的大型种企，
但在水稻、畜牧、水产、蔬菜、茶叶等领
域的研发能力、盈利能力，不仅没有落
后于人，还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公开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浙
江共育成新品种（组合）388 个，其中国
家审（认）定 33个、国家登记 89个，获植
物新品种权保护 185 件。“农业芯片”的
智造，不仅提高了浙江粮食、生猪自给
率，还满足了诸多省份对特色产业发展
的需求。

专项推进，聚焦种业研发

在中国水稻研究所试验基地 B 区
块水田里，记者看到，50 多个不同品种
的水稻体态各异、生长旺盛。不同于周
边的生产稻田，这片作为育种试验基地

的稻田，更多承载着未来的“饭碗”。
2011 年，浙江出台《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种业的意见》。第二年起，就设立
了“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每年投
入财政经费 6150 万元，全面启动 12 个
产业领域育种攻关。2016年，进一步整
合资源，聚焦粮食、蔬菜等 9 个产业领
域，持续开展“十三五”农业新品种联合
攻关工作。

政策持续有力的支持，为浙江种
业发展尤其是育种工作创造了良好的
大环境，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籼粳杂
交稻、高产早籼稻、常规晚粳稻、双低
油菜、特色瓜菜、高产蛋鸭、中华鳖、罗
氏沼虾、滩涂贝类、杉木、油茶等育种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特别在一些长期
被国外“卡脖子”的领域，取得了重要
突破。

浙江是我国秋冬西蓝花主产区，
年种植面积 20 余万亩，产值近 10 亿
元，在全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但
在很长一段时间，西蓝花种子都被国
外品种垄断。为破冰前行，2018 年，浙
江牵头组建了国家西蓝花良种重大科
研联合攻关组，整合国内外育种资源
和技术优势，先后育成“台绿 5 号”“浙
青 75”等 88 个优质新品种，具备了较强

的进口替代潜力，大大加快西蓝花品
种的“国产化”进程。

截至 2020 年，浙江共有 26 个品种
被确认为超级稻品种，占全国 19.5%，
超级稻育成品种总数居全国第一；浙
系长毛兔生产性能世界领先，推广到
全国 20 多个省市，湖羊品种推广覆盖
全国 29 个省份，绍兴鸭、缙云麻鸭等品
种占全国蛋鸭饲养量的 60%以上；罗氏
沼虾商业化育种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60%；番茄、菜用大豆新品种已部分替
代进口品种……统计显示，近 5 年来，
浙江省主要优势农作物品种，累计在
省外推广近 1.1亿亩。

在育种前沿高歌猛进的同时，浙江
十分注重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通过
基因技术、分子育种等科技手段，金华
两头乌、嵊县花猪等地方畜禽品种种群
数量、供种能力都得到极大提升。“十三
五”期间，浙江生猪、湖羊等特色优势产
业的育种繁育基地核心群数量均增加
15%以上，建立了 8 个地方猪种质资源
SNP库，创制52个畜禽新种质。

育种是一项周期长、投入大、见效
慢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正是多年来
持续不断聚焦种业研发，浙江“农业芯
片”才结出累累硕果。 （下转第四版）

浙江：“农业芯片”智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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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李纯 范亚旭 王帅杰 王可依

一渠清水奔涌北上，水润民心惠泽多
方。2014年12月12日，随着河南省南阳市
淅川县陶岔渠首的闸门缓缓开启，一库清
澈剔透的丹江水倾泻而出，跨越沙河，穿过
黄河，沿着总长度 1432 公里的长渠，奔流
北去，融入首都北京的碧水云天。

6年多来，这渠丹江清水在共和国的版
图上昼夜不停滔滔奔流，累计向京津等城
市调水超过380.06亿立方米（5月13日8时
数据），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标准，惠
及沿线 24个大中城市、130个县，直接受益
人口已达7900万人。

一渠清水寄托深情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所在地
和核心水源区的南阳，多年来，为一渠清水

永续北送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
1958年，丹江大坝开工，隆隆的炮声掀

起了丹江口库区大规模移民的浪潮。1959
年至 1978 年，仅淅川县就有 20.2 万人拖家
带口移民搬迁。水进人退，丹江口水库水
位每上升 1 米，就要淹没淅川县 1 万亩土
地、动迁1万名群众。

半个世纪后，淅川开始了“二次大移
民”。2009年 8月，淅川县试点搬出第一批
移民 1.1 万人；2011 年 8 月 25 日，淅川县移
民共计 14.65 万人全部搬迁完成。加之随
后的 1.95 万人县内移民安置，共移民 16.6
万人。四年任务、两年完成，16.6万名移民
不伤、不亡、不漏、不掉一人，创造了世界移
民史上的奇迹。

“世世代代生活在丹江边，水涨一次
搬一次，前前后后村里搬 4 次。”随着丹江
口水库水位上升，淅川县老城镇下湾村
81 岁的老人王三娃对比现在的幸福生

活，说起过往眼中依然噙着泪，“从 1958
年冬开始，4 次搬迁，真正品味了颠沛流
离之苦。”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南阳，正是有以王三娃为代表的数十万
名移民背井离乡的奉献与牺牲、舍家为国
的大义与担当，才得以让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沿线的人民喝上幸福水。

为了让移民在新家园里实现搬得出、
稳得住、能发展、快致富，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措施纷纷落地：顶层设计时，安置点
有移民代表参与意见，房子户型由群众
定，人均 24 平方米的住房兜底，水、电、
路、网络、标准化厕所等设施配套齐全；
以特色产业为支柱，发展移民村经济，
壮大特色生态农业产业，让库区移民变
身产业“工人”；对移民进行技能培训，使
其有一技之长，外出务工能挣钱……

（下转第四版）

水润北国书写南阳担当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李纯 范亚旭 王帅杰 王可依

5 月 14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省南阳市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会前的 12 日-13
日，总书记在南阳市就经济社会发展进行
了调研，并在淅川县实地了解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建设管理运行和库区移民安置等情
况。这是时隔一年多后，总书记再次来到
河南这个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民日报·中

国农网记者一路紧跟总书记的考察足迹，
记录考察背后的点滴故事。

一株艾草

南阳是“医圣”张仲景的故里，中医药
事业发展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居前列，正在
全力实施中医药强市战略。

5 月 12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来
到张仲景的墓祠纪念地医圣祠，了解张仲
景生平和对中医药发展的贡献，了解中医
药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作用，以

及中医药传承创新情况。
药材好，药才好。南阳充分发挥地处

南北气候过渡带中药材资源丰富的优势，
紧抓道地中药材种
植生产。目前，全市
中药材种植品种有
79种，种植面积180
多万亩，年产值 50
多亿元，带动 30 万
名农民稳定增收。

（下转第二版）

“总书记跟咱老百姓是一家人一条心”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南阳牵挂的民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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