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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我对这件事一直十分重视。南水北
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
人民福祉。之前看到相关报告，我说这件
事要专门来研究一次。”

河南南阳，西依秦岭、南临汉江、绾毂
中原，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水龙头”“总
开关”所在地。逶迤近三千里的丹江口水
库的水，就从这里起步，走中原、穿黄河、依
太行、入华北。

正值初夏时节，水波浩荡，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专题调研南水北调。

13日，在陶岔渠首，察看工程运行情况，
乘船考察丹江口水库；再赴移民新村，看一

看那些为南水北调搬离故土的乡亲们。
14日，南阳宾馆，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

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开到中午时分。
水运连着国运。习近平总书记一席话

语重心长：
“在我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一些

地方几度繁华、几度衰落。历史上很多兴
和衰都是连着发生的。要想国泰民安、岁
稔年丰，必须善于治水。”

泱泱大国的治水史，气吞山河。

相隔半年时间，从东线起点
到中线渠首

“吃水不忘挖井人”

巨闸揽江卧，船行碧波间。
习近平总书记伫立船头，他的目光望

向烟波浩渺的水、望向林木葱郁的山。
半年前的江苏扬州之行历历在目。

江都水利枢纽，东线一期工程的起点。
一泓碧水从那里出发，沿京杭大运河提
水北送。

而今，来到中线一期工程渠首。青山
环峙，浪花翻卷，思绪万千。

“这个地方我一直想来。南水北调工程
建设，这个地方的运行以及这里的移民工作，
我一直关注着，这一次看一看我很高兴。”

端起一杯新打上来的水库水，总书记
迎着光看了又看，笑着说：“‘水龙头’水质
不错！”

这些水千里奔流，由一个个渡槽护送，
长途跋涉1432公里，润泽豫冀津京。

（下转第二版）

“中华民族的世纪创举”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专题调研南水北调并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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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受南方暖湿气流和高空槽干
冷空气叠加影响，近期我国进入强对流天
气高发季节。5月14日-15日，湖北、陕西、
江苏发生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天气，造成
局部小麦倒伏。当前，正值北方冬小麦灌
浆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灾害性天气
对小麦正常灌浆成熟和适期收获带来不利
影响。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 3
个专家指导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
落实抗灾保丰收措施，减轻灾害影响。5月
15日，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强
小麦后期田间管理，做好强降水、大风冰
雹、“干热风”“烂场雨”等灾害防范工作，确
保夏粮安全成熟、丰收到手。

强化责任落实。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
的1/5，夺取夏粮首战告捷，为全年粮食稳定
发展赢得主动，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要立足
抗灾夺丰收，把夏粮后期田管和灾害防范作

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全力以赴抓紧抓牢，
确保组织到位、制度到位、责任到位、人员到
位，做到夏粮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松。

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与
气象等部门加强沟通会商，准确研判灾害发
生趋势，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报纸、网络、12316、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宣传灾害防范措施，指导农民提早做好防御
准备。加强应急值守，强化灾情调度、核查、
上报等工作，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

抓好后期田管。现在距离夏粮大面积
收获还有 20天左右，要组织专家和农技人
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分类指导，根据小麦
生育进程、作物长势和土壤墒情，指导农民
落实田管措施。重点开展好“一喷三防”，组
织专业服务组织，科学选用叶面肥、植物生
长调节剂、杀虫剂、杀菌剂等，集中开展喷防
作业，防“干热风”、防病虫、防早衰，提高灌

浆速率，增加灌浆强度，提高小麦单产。
科学防灾减灾。针对小麦后期“干热

风”、倒伏、“烂场雨”等灾害，及早制定完善防
范预案，提出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对近期
强降雨地区，及时排渍降涝，防止根系早衰。
对墒情较差的田块，及时浇水补墒，增加田间
湿度，防范“干热风”危害，确保安全成熟。对
因降雨和大风出现轻微倒伏的田块，加强肥
水管理，促进灌浆；对倒伏程度较重的田块，
组织农民及时收获，防止发芽霉变。

组织好跨区机收。做好跨区机收的各
项物资和技术准备。根据小麦成熟进程，
及时发布机收作业信息，加强与交通运输、
公安等部门协调配合，搞好机具调度，组织
机手抓住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抢晴抢收，
加快收获进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防止遭遇“烂场雨”，确保颗粒归仓。

龙新

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做好夏粮后期田管抗灾保丰收

连日来，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的山东五征集团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技术工人正忙着焊接零部件。当前正是农业生产的
关键时期，农机制造企业为满足广大农户农忙时节生产需求，正加班加点工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王子涵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
砾星）日前，湖南省长沙市委农村工作会议
召开，提出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市，并发布乡
村振兴规划纲要。

规划分为规划背景、总体要求、发展路
径、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 5 章 24 节，明确
了 50项主要指标，是“十四五”时期长沙各
级各部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行动纲领。
规划提出，到2025年，长沙乡村振兴将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全
面形成、农业综合竞争力全面提高、美丽宜
居乡村全域覆盖，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齐头并
进，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面
提升，成为引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生态宜

居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推进的乡
村振兴示范市。

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是全国重要的粮
食生产基地，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具备良
好的发展环境；同时作为“万亿 GDP 俱乐
部”城市一员，实现突破进位需要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全域推进乡村振兴、争创乡村振
兴示范市。

长沙市发布乡村振兴规划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东汉医学家
张仲景的墓祠纪念地——位于河南南阳
的医圣祠，在进行调研了解后，他强调，中
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
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
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从“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到“打开
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从“凝聚着深邃
的哲学智慧”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对中医药给
予高度评价。他本人也对中医药情有独
钟，是一个地道的“中医粉”。2015 年
在西安调研时，来到雁塔区电子城街道
二〇五所社区一家中医馆，总书记说：

“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
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自
己也喜欢看中医。”

中医药缘何当得起千年瑰宝的美誉，
又为何在今天受到高度重视呢？

因为它千百年来护佑着生民安康。
人生天地之间，受时气之侵，不能无病。
病则赖之以生者，医也。几千年来，中华
民族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正是这一

古老而独特的东方医学系统，护佑着中
华民族一次次转危为安，不断繁衍生
息。即便在医疗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在非典、新冠肺炎等突发疫情面前，中医
药也彰显着其独特优势和价值理念，发
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它是泱泱大国全民健康的重要
路径。医药卫生体制公平有效是一个世
界性难题，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国家来说更是难上加
难，幸运的是，我们有中医药这个瑰宝。
它“未病先治”“辨证施治”的思想精髓，让
老百姓的病痛治于无形、治于小疾；它“望
闻问切”的问诊方式，加之简单的医疗器
械辅助，让村村有医生、小病不出村成为
可能；它道法自然、就地取材的用药观念，
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深受广大农
民群众的欢迎。中医药历经数千年，显示
出强大的生命力，当前也依然是健康中国
建设的现实路径。

也因为它是开启农民增收之门的金
钥匙。在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中医药振
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

机，必将在乡村振兴中凸显更大价值。
中医药既是独特的卫生资源、丰富的文
化资源和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还
是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
源，涵盖一二三产，具有“全产业链”特
性。并且，从中药材种植、到加工及保健
用品生产、再到康养新业态等每个产业，
大都是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些都必将有力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带动农民创业就业，拓宽增收渠道，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传承岐黄薪火，健康万户千家。建设
健康中国，中医药不可无、不可少、不可
偏。我们一定要把这块千年瑰宝擦亮，做
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

健康中国缘何离不开中医药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袁震宇 郭敬丹 唐弢

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红船起航地。
一百年前，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

共一大代表，在上海寻常巷陌的石库门
内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会议被迫
中断而转移，在嘉兴南湖一叶小船上继
续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中国共产党
万岁！”

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
命原点，见证红色历史的开篇。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

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
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今天，我们透过三组镜头，追寻革
命火种；在时空交错中，感念初心历久
弥坚。

“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
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

【特写·石库门】
2017年 10月 31日，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
走进石库门，在一个放有小册子

的展柜前，习近平久久凝视。这是
1920 年 9 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中文译本。讲解员说道，它由一位共
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方才保
存下来。总书记听了连称很珍贵，说
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
用好。

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是一代又一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来到巨幅
党旗前，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一起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
的宣誓声，彰显红色基因的旺盛生命力。

【画外音】
“总书记的每次驻足、细看、询问，

都是对初心的追寻和对历史的尊重。”
回想当时场景，参与讲解的中共一大
纪念馆副研究员杨宇仍能感受到震撼
人心的力量。“就如总书记说的那样，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

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
的路。”

【特写·南湖畔】
当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循着

革命先辈的足迹，从上海乘坐火车赴嘉
兴，瞻仰南湖红船。一百年前的夏天，
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
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
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
了大会全部议程。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习近平驻足
许久。当年全程陪同的讲解员袁晶记
得，总书记仔细观看了馆内的每一幅
图片、每一段文字，原定半小时的参观
时间延长到一小时。这里展出的实物
和图片，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互
为印证，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
历史全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
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
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
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
我们党的根脉。

【画外音】
“近 5 年有 892 万人次走进南湖革

命纪念馆参观，他们从党史中重温永
不忘却的初心，感悟历久弥新的精
神。大党和小船，沧桑与青春，使命与
担当，每一份感动都源于一份初心。”
袁晶说。

（下转第二版）

从石库门到南湖畔 初心百年历久弥坚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上海浙江篇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共一大
会址、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到西柏
坡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从沂蒙老区
到湘江战役纪念园……习近平总书记
的“红色足迹”遍及大江南北。5月
17 日起，《农民日报》开设“新思想
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专栏，以融
合报道方式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

“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圣地革命历
史，反映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改
变当地面貌、改善民生福祉的生动
实践。

□□ 新华社记者 孙萍

2019 年 5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上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文明
主张——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
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两年来，中国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疫
乱交织的世界贡献更多文明智慧，注入更
多文明力量。

当前，世界尚未走出新冠疫情阴霾，
气候变化等新挑战日益凸显，人类需坚
定前行的方向，汇聚向上的力量。只有
秉持和合理念，加强文明对话，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迎来更加美好的
明天。

有容乃大 以文明智慧促进
和平发展

孟夏时节，万物并茂。物之不齐,物之
情也。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
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
社会制度。”“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
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到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从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到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习近平
主席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阐述新时代中国
的文明观，为深刻演变的世界带来启迪。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对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演讲
记忆犹新。“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了演
讲，演讲的意义远远超出文化范畴，习近平
主席希望不同文明之间加强交流互鉴，以
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环顾全球，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激
荡。“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制度对抗
论”沉渣泛起，搞“小圈子”、组建“价值观同
盟”、挑起意识形态对抗等做法令人忧心。冲突
还是合作，倒退还是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人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

“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
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
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
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下转第二版）

让文明交融之光照耀未来
——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启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