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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将于 10
月 9日上午 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
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
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9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经中共中央
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已由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收
入自2019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后，至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这
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献，共 79 篇，约 51 万
字。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稿 39 篇，其
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 15 篇，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有关文件25
篇。有15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真实记录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一时期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
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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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
推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攻坚克难、化危为机，砥砺前行、开
拓创新，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事，取得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推动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交出一份
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
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
大步的伟大历史进程；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坚定
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
设，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加强民

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做好
香港、澳门和台湾工作，坚定推进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以及编制“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擘画蓝图等方面提出
的重要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取得的重大
成就和创造的新鲜经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的出
版，为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落到实处提供了重要教材，对于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
态，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
有重要意义。（《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册主要篇目介绍见中国农网）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出版发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缪翼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蔬菜大棚屹立在昔日茫
茫戈壁滩上，棚外四季变换，棚里始终生机一
片；一串串酿酒葡萄在全年近 3000 小时日光浴
后，经现代化酒庄发酵，流入南北饮者的“夜光
杯”；一位位打馕人每人每天可打出近两百个馕
饼，把一张小馕饼“打”成了大产业……

独特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民族特色，奠
定了新疆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之路的“路基”。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

时值金秋，天山南北瓜果香。记者走进产
业园、产业村，近距离观察一个个特色优势产
业，感受新时代新疆农业蓬勃发展的脉搏。

园区搭台孕百业

“新疆人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新疆
喀什市馕文化产业园负责人吕元红一句话道出
了馕在新疆人餐桌上的地位。

窝窝馕、辣皮子馕、玫瑰花酱馕……目前，
喀什市馕文化产业园已开发出 120 多个品种的
烤馕，拥有500多个馕坑，日产馕量超30万个。

500 余馕坑由谁来使用？阿卜杜麦麦提江·艾力打了
12 年馕，以前都是给别人打工，如今他承包了两个馕坑，雇
了 6 个工人，在产业园里当起了老板，每个月能赚到 8000 元
左右。

30万个馕由谁来制作？“产业园最主要的作
用就是拓宽就业渠道。”喀什馕办专职副主任阿
不都艾尼·司迪克告诉记者，目前全喀什共建有
14 个县市级馕产业园，仅园区就业人数就达
1.25万人。

不同于过去散兵游勇式的小作坊馕店，产
业园“集团军”作战更具市场战斗力。“园区生
产统一了馕坑大小、烤馕时间、重量尺寸等标
准，保证了馕的品质。”在阿不都艾尼·司迪克
眼中，得益于生产组织形式的优化调整，新疆
馕产业正快速走上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之路，
这张新疆人一日不可或缺的馕饼，正变得越来
越大、越来越香。

同样是产业园，两万亩戈壁滩上建起的大
棚、长势喜人的番茄辣椒同样托起了群众致富
的梦想。

走进位于莎车机场北侧的莎车戈壁产业
园，放眼望去，2400座温室大棚煞是壮观。棚内
是长势喜人的番茄、辣椒，与棚外的戈壁沙石形
成了强烈反差。

“戈壁滩上不仅能搞种植，而且还都是智能
化种植。”每天早上，8号辣椒棚的管理者阿卜杜
艾尼·图尔贡都要点一点手机，查看大棚里辣椒
的长势，并记录棚内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数
据。“这座大棚能产3吨辣椒，按每公斤5元算能
卖1.5万元。”阿卜杜艾尼·图尔贡估算着。

“最近采摘的一批番茄是发往上海的。”产
业园负责人魏新亚告诉记者，这个产业园是援
疆工作的成果——莎车县与上海合浦农业合
作，规划建起这座占地面积两万亩的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同时，产业园
还建有3000平方米瓜果菜研发中心、1万平方米
制种育苗车间、5000亩特色林果种植、2000吨保
鲜储藏窖、4800 平方米农产品加工销售车间以
及 200万只规模家禽场、3万只规模养猪场和 10
万只规模羊良繁中心……寸草不生的戈壁滩
上，有了这片百果园！

科技振翅强链条

天山南部焉耆盆地，全疆20%的加工番茄种
植于此，产业链条上，加工所剩的番茄皮渣正经

历一场变废为宝的演化。
在新疆红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番茄皮籽

混合物被完全“吃干榨净”。公司相关负责人刘萍介绍，红
帆每年用 3000 多立方米番茄皮渣可加工 6000 万多粒番茄
红素软胶囊。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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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去年金秋时节，第三次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入阐释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从战略和全局
高度，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新
疆工作作出重大部署。一年来，新疆
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会议精神，谋
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正在努力建设
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
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疆。

从即日起，本报开设“把祖国的新
疆建设得更加美好”专栏，推出系列报
道，展现三山两盆“画布”上的似锦繁花
和处处迸发的活力。

本报讯 9 月以来，西南北部、西北东
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南部出现多轮降
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雨量突破历史极
值，造成土壤水分饱和，局部农田积水，给
秋收秋种带来困难。为有效应对连阴雨
天气，确保秋收秋种顺利开展，10 月 6 日，
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对“三秋”生产进行
再动员再部署，要求各地强化领导、挂图
作战，抓紧调度机具、组织人力抢收抢
种。同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司局级干部带
队的工作组，赴河南、山东、河北等重点地
区督导指导“三秋”生产。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认真落实全国秋冬种工作视频会议精
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立足抗
灾夺丰收，把应对连阴雨、做好抢收抢种
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加强组
织领导，迅速行动，广泛动员，把各项措施
落到实处，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确保秋冬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

一是加快秋收进度。逐个地块摸清
秋粮作物成熟时间、土壤墒情、田间积水
等状况，进一步细化抢收方案，分类施策，
抢收快收。对墒情适宜的地块，充分发挥
农机合作社、机耕服务队的作用，加快机
收进度，提高机收质量，减少机收损失。
对土壤湿度偏大、机械能够进田的地块，
调集履带式等收割机或者对现有收割机
进行适当改装，抢晴抢时收获，确保成熟
一块收获一块。对田间积水严重、短时无
法排水或局部倒伏地块，组织动员人工收
获。收获后指导农民及时通风晾晒，有条
件的地方进行烘干作业，尽快降低籽粒含
水量，防止发芽霉变。

二是落实秋播面积。对墒情适宜地
块，要宁早勿晚、抢抓农时，压茬推进玉米
收获和小麦播种，扩大适播面积。对土壤
湿度过大地块，要适时深松散墒，沥出耕层
滞水，做到适墒播种。对田间积水严重的
地块，要动员各方力量，抓紧抽排积水；对
一般积水地块，尽快疏通沟渠排水，开挖深

沟沥水，为农机尽快进地创造条件。对农
时紧、劳动力缺的地区，要通过组织帮扶
队、代耕队等方式，开展代耕代种等社会化
服务，确保冬小麦、冬油菜面积落实。

三是提高播种质量。组织专家和农
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蹲点包片，因地因
时因墒制定有针对性的技术方案，面对
面、手把手地指导农民落实关键措施。针
对部分地区播期推迟、晚播面积大的情
况，指导农民落实“四补一促”的晚播小麦
技术，选用早熟品种、以种补晚，提高整地
质量、以好补晚，适当增加播量、以密补
晚，适当增加底肥、以肥补晚，加强田间管
理、一促到底。针对土壤湿度大，土传病
害风险增加的情况，指导农民落实种子包
衣、药剂拌种等技术，做到关口前移，防在
前面。同时，以绿色高质高效行动为抓
手，大力推广小麦宽幅精播、秸秆还田、配
方施肥、种肥同施、播后镇压等标准化技
术模式，努力提高播种质量，力争实现一
播全苗。 龙新

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积极应对连阴雨不误农时抓好抢收抢种

□□ 李佳 孙大方 李曼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金秋时节，乌蒙高原秋高气爽，“丰”景
如画。田野里，郁郁葱葱，瓜果飘香；养殖
场，规范整齐，羊肥牛壮；大棚里，菌菇“开
花”，长势正俏……生动演绎着现代农业进
行曲。

9 月 23 日，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
第三届凉都猕猴桃节传来喜讯：贵州六盘
水市今年打造的“两园一田”建设项目圆
满完成，1 万亩猕猴桃“吨产园”实现产量
1.02 万吨，10 万亩刺梨“千斤园”最高亩产
达 1461 公斤，1 万亩茶叶“万元田”平均亩
产值达 10320 元……为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发展再添生力军。
“十三五”以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六盘水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结出了累累硕果：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农业科技含量不断提高、新型经营主体蓬
勃涌现、质量品牌效益逐步提升，为这片广
袤土地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特色为翼组团发展优势产业

走进水城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一
片片猕猴桃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一辆
辆运输车来回穿梭，忙着拉货；三五成群
的村民正在采摘、拣选、包装。

“大家都小心点，别摔坏了。个头大的
装这个筐，个头稍小的装这个筐……”米箩

镇俄戛村村民李如明这个种猕猴桃的“老
资格”，今年摇身一变成为“小包工头”，现
场当起了“指挥员”。

“除了在基地的务工收入和分红，我今
年还通过‘返租倒包’从基地承包了 10 亩
猕猴桃，每亩超过 1000 斤所得的收入，我
能得 70%，管得好每亩能增收 5000 元。这
让我期望更大，干劲更足。”李如明乐滋滋
地说。

像李如明一样享受猕猴桃产业发展带
来红利的农户，在米箩镇真有不少。据悉，
全镇猕猴桃种植面积 3 万余亩，覆盖农户
7000余户 2.1万余人，有 2/3的村民从猕猴
桃产业中受益。

（下转第四版）

沃野田畴奏欢歌
——贵州省六盘水市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纪实

近日，电商主播薇娅作为中国农民
丰收节推广大使，通过直播带货宣传丰
收节，倡导“以买代捐”，让直播间成为农
产品展销舞台，助力农产品销售和农民
增收。

在数字化时代，网络直播已成为农

产品销售的有效渠道，拉近了农产品与
消费者之间的距离。通过直播带货助
农，改变了“输血式”帮扶的传统方式，促
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
想观念，让更多农民朋友看到了新型营
销方式的价值。

“以买代捐”只是电商助农的起点，借
发展电商帮助脱贫地区打造品牌，拉动当
地产业升级，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才
是长远之计。相信藉此助力，更多农村地
区将会打开致富路上的“通关密码”。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让助农直播激活发展动能
王文珺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辽市镇丰秋农业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撒网收鱼。今年以来，该合作社销售鲈鱼、草鱼、雄鱼等各类鱼共
15563斤，累计收入311260元，帮扶脱贫户389户户均增收770元。

张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 摄

□□ 侯耀强 许建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马玉

“今年的收成差不了。”近日，说起
庄稼年景，众翔农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李小琴拽起记者就往地里走。随着
她的手指过的山坡尽被高粱映红，一株
株吊着沉甸甸的穗子。

在山西省大宁县曲峨镇杜木村，李
小琴种了几十年高粱。在这个“三川十
塬沟四千，周围大山包一圈”的地方，耐
旱的高粱成为村民们更愿意接受的“铁
杆庄稼”。

“偏爱高粱，除了这里的自然条件
决定，还在于它好打理。”李小琴说，“但
这也造成了村民对作物品种和管理的

疏忽，亩产量一直围着300来斤打转。”
“以前我们村种的是‘红缨子’高

粱，多年下来，品种老化，遇到天旱年
景，产量上不去，价格相对也低，农民收
入少。”杜木村种植大户李玉平说。

今年大变样。从品种出发，打破种
植习惯，杜木村大力度引进推广高产、
耐旱、优质的“晋糯三号”高粱新品种，
多次组织村民外出参观取经，借鉴邻近
县区种植高粱的管理经验，引导村民注
重病虫害防治和田间管理。

“我换成了新品种‘晋糯三号’高粱，
你看这穗子红艳艳的，果实饱满，收成要
比往年高出一倍还多呢。”李玉平说。

说话间，李玉平坐在地头算起了收
入账。“今年种植的 20 亩‘晋糯三号’高

粱，按照每亩600斤计算，产量预计达到
1.2万斤，收入2.4万元，明年还要继续增
加15亩高粱种植面积。”

“亩产从 300斤增加到 600斤，市场
价格比玉米高出 1 元，村民种高粱的信
心更足。”李小琴说。

在村委会办公室的统计表上，记者
看到，今年，杜木村“晋糯三号”高粱种
植面积达到了 468 亩，全村仅此一项收
入超过56万元，有一半以上的村民收入
超万元。

“实践证明，新品种高粱既能降低劳
动成本，又增加农民收入，随着种植面积
逐年扩大，农民也尝到了甜头，种植高粱
已经成为助农增收的特色产业。”杜木村
党支部书记曹利林信心满满地说。

高粱种植新品种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