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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10 月 16 日
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文章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
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
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
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
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
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适应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
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
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
一的平均主义，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
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
裕，要把握好以下原则：鼓励勤劳创新致
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坚持循序渐进。

文章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总的思路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
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
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
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
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
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
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
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
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
实迈进。第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
性、包容性。第二，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规模。第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第四，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第五，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第
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文章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
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要从全局
上来看。我们要实现 14亿人共同富裕，必
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
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
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
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
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
并进。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
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新华社北京 10月 15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月15日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新作为近邻和伙伴，政治
上相知互信，合作中与时俱进，交往中互学互
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双方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推动双边合作逆势前行，彰显了中新关
系的活力和韧性。当前，中新两国经济社会
发展和双边关系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
方应该以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繁荣发展为

重，共同解答好疫后发展这个新课题，继续交
出让人民满意的答案。中方愿同新方保持高
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加强联防联控，稳妥有序
恢复人员往来，深化疫苗、药物研发等领域合
作，构筑数字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合作新
高地。欢迎新方深度参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
局进程，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升质量和水平。

习近平强调，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交织叠加，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

多重挑战。中新在维护多边主义、实现共同
发展这一重大议题上理念相通、利益相系，
中方愿同新方加强多边合作，携手构建全球
发展共同体，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如期生效，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复苏
注入动力。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
系30周年，中方愿同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
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合作
共同体。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分别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电话

据媒体报道，一些地区的气象部门在农
业园区布设小型气象站，实时将气象数据传输
到服务器，由专业人员“翻译”成对农业有指导
意义的预警信息，再通过多种方式及时传达给
农户，帮助他们合理安排农业生产。

在农作物生长、收获等关键时期，天气的细
微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时
值秋收，及时掌握天气情况，于农户而言十分重
要。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农业气象服务越来
越精准和有针对性，成为“把脉”农业生产的有
力助手，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

要想更好发挥农业气象服务的价值，应
进一步增强服务的可及性与体验感，让农户能
更便捷及时地接收气象资讯。例如，气象服务
部门可以联合村干部，利用村委会通知群、微
信公众号、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大喇叭”等
多种方式，将预报、预警等气象服务信息及时
传达，确保农业气象服务惠及更多农户。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农业气象服务需要精准化
高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由于局部节点还未完全竣工，村
里决定先小试牛刀，虽未多加宣传，可
游客依然如潮涌来。说起今年国庆长
假的盛况，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
镇横一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傅
临产满是欣慰。

过去，横一村的卖点在古柿林，如
今，人气爆棚的源头则在稻田里，金黄
稻穗压弯了腰，一派丰收景象。谁能
想到这样一个新晋“网红打卡点”，3月
之前，大部分还是苗木地。

“这里其实是个粮食生产功能
区。今年，我们清退了大部分苗木，全
部种上晚稻，与隔壁横二村连成一个
1800 多亩的大绿园。”傅临产告诉记
者，不仅要恢复种粮，还得种出新境
界。为此，以稻田为画布，村里专门请
来中国美院的设计师，妙笔还真生出

“花”来。
整治过程中，横一村特意保留了

一些废弃的管理用房，进行功能改
造。若仔细观察，还能发现不少新科
技。地处河上镇的大西畈粮食生产功
能区，看似与别的稻田无异，里头却有
不少门道。这回，借着非粮化整治的
东风，“博帆农业”的老板卜沈华直接
来了个大跨越，将基地扩张了近一倍。

“你看田埂上的花，可不光为了好
看，这些都是功能性植物，能促进天敌
增殖和提高控害能力。正因为有了这
些技术配套，我们才能减少农药施用
量。”眼下，卜沈华正尝试推出研学套
餐，让地头成为课堂，既能体验传统农
耕，又能品味智慧农业。

记者了解到，萧山共有 159 个粮
食生产功能区。去年以来，通过整治，
截至 8 月底全区已完成清退 3.5 万余
亩苗木。值得一提的是，恢复“正身”
后，很多基地与美丽乡村相结合，成了
休闲旅游、科普研学的好去处。良田
变粮田，绿园成乐园，堪称今年萧山的
一道新风景。

丰收田也是“风景田”

□□ 尚明达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10 月 5 日，豫北地区又下起了小
雨，天刚蒙蒙亮时，杜焕永就起床带领
4 名合作社社员加紧收拾散落在院落
内的玉米。

杜焕永是河南省滑县万古镇杜庄
村的种粮大户，也是滑县焕永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眼下的连阴
雨天气对玉米储存不利，玉米虽然收
了，管理也得跟上。”杜焕永说。

在合作社内，竖立着3个高12米、
长3米、宽3米的烘干塔用来烘干玉米
籽粒。杜焕永安排一名社员负责把控
烘干塔温度，自己开着铲车将玉米棒放
入转筒式脱穗机，脱穗后的玉米籽粒随
着传送带进入烘干塔。随后，社员陈海
涛等 3名机手开着拖拉机将烘干的玉
米籽粒运到粮仓。不到一天时间，几个
人就入仓了100多吨玉米籽粒。

谈起今年的秋收，杜焕永感叹：

“前几天一直下雨，水大地淤，收割机
下不了地。农忙抢时，我们马上购买
了两条履带，绑在收割机上，即使这样
也只能收半仓，然后让拖拉机半车半
车地往外拉。”

受天气影响，能够将玉米顺利收
入粮仓，是令杜焕永最欣慰的事。如
今他不仅做到了颗粒归仓，还在后期
的烘干、收储上下足了功夫。“下雨的
时候玉米收割成本比较大，所以我们
要对玉米穗进行脱穗烘干处理，既能
保证玉米籽粒的质量，又能减少损耗，
做到减支增效。”杜焕永说。

为确保秋粮丰产丰收，滑县各乡
镇、各部门及时成立“三秋”生产帮扶
队，全县 8000 余名党员干部、志愿者
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抢收秋粮。
全县累计投入玉米联合收获机、大中
型拖拉机 7000多台，在农机部门的科
学管理、有序调配下，加入全县秋收
会战，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如期
进行。

种粮大户的玉米收获记

□□ 石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10 月 9 日，晨光熹微，与往常一样，
杨守伟来到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城区东部
的儿童福利院。

她是孩子们的“妈妈”，是这家福
利院的副院长。“这是我当护理员妈妈
的第 21 年。”杨守伟在心里默默想着。
在她身后的墙上，是一组蜡烛题材的
背景。

“21年来，1029名孤弃儿童曾扑进我
的怀里，趴在我的肩上，用稚嫩的声音，

一声声喊我‘妈妈’；21年来，我牵着 467
个孩子的手，教会他们说话、吃饭、走路，
做了手术，治好了病，找到养父母，拥有
了自己的家；21 年间，还是有一些孩子，
由于严重的疾病，就那么依偎在我的怀
里，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杨守伟的日
记本里，她这样写道。

从把一个个“没人要”的孩子抱在怀
里，当好他们的“妈妈”；到有教无类，努力
让每个孩子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21 年来，杨守伟既是“慈母”，又是“严
师”。她是一束光，照亮了孤弃儿童脚下
的路；她又是一座桥，让孤残的孩子也能

走向远方。

爱能唤醒生命，也能托举成长

“就是看孩子，能难到哪里去呢？兴
许和我女儿一样可爱。”2000 年的冬天，
刚当妈妈不久的杨守伟来到潍坊儿童福
利院工作，成为一名护理员。

来之前，杨守伟听说过这里收养的
都是孤弃儿童。对孩子们的情况、工作
环境，也有心理准备。可第一次走进儿
童福利院，第一眼看到这些孩子们，震撼
与压抑让她久久回不过神——重残率超
过 90%，唇腭裂、脑瘫、脑积水等都是常

见病，甚至一些还有传染病。
恍惚之间，一个孩子被同事递到怀

里，她接过了要照顾的第一个孩子，也揭
开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2006 年一个盛夏傍晚，杨守伟刚下
班回到家就接到同事在电话里哭着说：

“杨姐，你快来吧，刚送来一个弃婴，我看
了很害怕。”

杨守伟鞋子也没换就出了门，路上
还在想：“咱什么样儿的孩子没见过，害
怕什么呀。”可当第一眼看到晓玉时，她
差点叫出声来。

（下转第二版）

为了1029名孤弃儿童的呼唤
——记党的十九大代表、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杨守伟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裴
逊琦）10月15日，由中央宣传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主办的 2021新时
代乡村阅读盛典在四川成都举行。活动现
场，2021“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正式揭晓，
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特困片区脱贫
记》一书入选。

此次活动是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季”
的收官之作。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季”围
绕庆祝建党百年华诞，推荐百种适农图书，
开展百天打卡阅读，捐赠百万惠民读物，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了一系
列群众喜闻乐见的阅读活动，在广大农村营
造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浓厚氛围，丰

富了农村文化服务供给。2021“农民喜爱的
百种图书”推选活动，以农家书屋2021年度
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为基础，通过农民荐
书、地方推荐、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多种方
式，推选出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

据了解，为见证、记录脱贫攻坚的伟大
历程，农民日报社组织记者深入全国14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蹲点采访，讲述贫
困地区党和人民奋力战贫的感人故事。《特
困片区脱贫记》共由 14 篇系列报道组成，
将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全景
再现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波澜壮
阔的减贫历程，书写中华民族脱贫奔小康
的伟大史诗。

本 报《 特 困 片 区 脱 贫 记 》
入选2021“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

新华社酒泉10月16日电（记者 黎云 徐毅）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 2021
年 10月 16日 0时 23分，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的长征二号F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按照预定时间精准点火发射，约 582 秒后，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顺利将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3 名航天员送入太
空，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1 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 2 次载人飞
行任务。

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天和核心舱
和天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后续，航天员将进驻天和核心舱，开启为期
6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舱
段转移等工作，进一步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
再生生保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目前，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
体已进入对接轨道，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十三号
交会对接的任务要求和航天员进驻条件。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

10月15日晚，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
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
举行。翟志刚（右）、王亚平（中）和叶光富即将开启
为期6个月的飞行任务。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
海玲）近日，记者从青海省藏羊产业发展
现场观摩会上获悉，截至 2020 年底，全省
藏 羊 存 栏 量 1100 万 只 、占 全 国 总 量 的
40%，年出栏量 630 万只、年生产藏羊肉 13
万吨，均占全国总量的 1/3 以上。全省从
事藏羊产业的农牧民超 120 万人，藏羊产
业成为农牧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尤其是
环湖牧区农牧民约 50%的收入来自藏羊
产业。

青海省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96%的

区域是草原牧区，草原总面积 5.47 亿亩，
可利用草原面积 4.74 亿亩，其中有机认定
草原面积 7327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有机畜
牧业生产基地，牧业产值占一产产值的
58%。藏羊产业作为广大农牧民群众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全省畜牧
业经济的重要支撑，已成为促进农牧业增
产增效、农牧民稳定增收，全面推动乡村
振兴的主导产业。

作为“中国藏羊之府”，“十三五”以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农业农

村部的大力支持下，全省藏羊产业呈现持
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多年来，青海省
探索出了多种草地生态畜牧业新型经营
模式，培育了泽库县拉格日、天峻县梅陇、
甘德县岗龙等先进典型，共创建省级试点
社 184 个，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注重良
种繁育，加快科技推广步伐，积极推动青
海藏羊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建成国家级
黑羊遗传资源保种场、欧拉羊省级保种
场。启动全省藏羊“育繁推”一体化基地
建设，青海毛肉兼用细毛羊、青海高原毛

肉兼用半细毛羊、柴达木绒山羊 3 个品种
上升为国家级畜禽新品种，10 年来高效
养殖累计推广藏母羊达 950 万只，增收
2.8 亿元。同时，着力打造“中国藏羊之
府”公用品牌和“茶卡羊”“祁连羊羔肉”

“欧拉羊”区域品牌，产品种类超过 200
种。加快推进藏羊生产可追溯体系建设，
238 万余只藏羊追溯数据上传到省级平
台，青海藏羊高质量发展的格局正在逐步
形成。

下一步，青海将多措并举，通过强化良
种繁育、加快饲草料生产、推进科技服务、
构建产业加工发展、研究完善政策保障五
大体系建设，打造青海在全国藏羊产业中
心地位，将藏羊产业打造成生态保护的样
板产业、科技兴农的典范产业、转型升级的
引领产业、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育品种 提品质 强品牌

藏羊产业成为青海推进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