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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拂过山岗，大地绿了；拂过下
庄，下庄人笑了。

远眺下庄，早晨的太阳从山尖升
起，金色的光芒笼罩在下庄村上，四周
还未来得及苏醒，下庄就金灿灿的。

在祖英农家乐里，50 多岁的陈祖
英正忙个不停：“如今，我这里每天都
要接待四五十人……”灶膛里的火光，
把她的笑脸照亮。

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的下庄
村，曾被千米绝壁合围，称为天坑中的
村庄。20 多年前，村党支部书记毛相
林带领下庄村民，用了 7 年时间，在绝
壁上抠出了一条 8 公里的“天路”，打开
了走向外界的窗口。

路修好了，村民开始发展产业。
经过多年探索，最终确定了桃树、脆
李、柑橘等脱贫产业，发展了 650 亩柑
橘、150 亩桃园，并套种西瓜、小麦、南
瓜等传统作物。2020 年，全村人均收
入超过了 1.3万元。

2021 年 2 月 25 日，在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

励毛相林：“加油干，把下庄建设好，发
展好！”

如何“加油干”？回到家乡，毛相
林反复琢磨。一年来，他带领下庄全
体村民牢记总 书 记 殷 殷 嘱 托 ，感 恩
奋进。

2021 年 5 月，下庄村抓住重庆市文
化旅游委帮扶集团入驻巫山县竹贤
乡，推动当地发展生态旅游、康养旅
游、红色旅游、研学旅游等机遇，开始
发展乡村旅游，让美丽景色向美丽经
济转变，探索“生态+人文+旅游”融合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村里要搞旅游，你们要回来尽点
力。”袁孝恩是当年修路的功臣，路通
后，他的二儿子全家搬到了县城，经营
挖掘机，全家生活得很舒适；小儿子也
到重庆务工，收入可观。听说村里发
展乡村旅游，他一个电话叫回了两个
儿子，参加村里的建设。

（下转第二版）

下庄人：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
求。“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实际，提
出富有原创性、感召力的人权新理念。以
此为指引，中国人民成功实现了从脱贫攻
坚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迈上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新征程，奋力开辟全面保障人
权的新境界。

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只有
紧密结合本国当下历史阶段和发展阶段，
才能把人权工作做出实效。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走出了一条顺应时
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生存权、发展权是首
要的基本人权。人权内涵丰富，涉及方方
面面，但如果没有生存和发展，其他权利
都将是无本之木。尤其要结合我国是农
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这一现实国
情，聚焦亿万农民这个重要群体，做好人
权保障工作。

在这条道路上，一系列中国实践和中
国成就充分印证了“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
的人权”这一科学论断。我们举全党全国
之力向贫困宣战，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为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亿万农民生产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各
类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阶
段，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持续
增进农民群众各项权益保障成色。进一步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水准权利，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进一步保障农民经济发展权利，促
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创业，让农民

“钱袋子”越来越鼓；进一步保障农民社会
文化权利，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健全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保障农民政治权
利，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以良法善治护
航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辟全面保障人
权新境界，要始终秉持乡村振兴为农民而
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理念。唯有如
此，亿万农民对人权保障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才会更加充实饱满。

以乡村振兴开辟人权保障新境界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在5月2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在提问中说到，近期个别西方国家出现批评
中国在国际市场囤积粮食的论调。对此，我国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
有信心依靠自身力量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
在自己手上，没有必要去国际市场囤积粮食。

这一回应正是基于我国粮食安全现状
和预期作出的准确判断。对于在国际上囤
粮这件事，必须说，这不是事实，而且客观上
也没必要。

当前，受国际局势影响，全球粮价上涨，
同时多个国家宣布禁止粮食出口，引起全球
范围内对粮食危机的恐慌。在这样的背景
下，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把戒备的目光投向中
国，有的可能担心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一旦到国际市场上囤粮，会加剧粮价上涨趋
势；但也不排除有的国家别有用心，故意给
中国制造国际舆论对立。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实际情况是，中国
从主观上就不想去别人那里囤粮，而且相
反，中国始终强调粮食自给，党的十八大以
后确立“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
粮食安全观，到现在也已经近10年了。这
么多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我
们从没放松过对粮食安全的警醒。

当前粮食紧缺了、粮价大涨了，各国开
始重视本国粮食安全了；但在粮价大跌的时
候，包括就在前些年，粮食到岸价格甚至低
于国内价格，出现“粮价倒挂”现象，有多少
国家能顶住这种价格诱惑呢？但即便那时，
我国粮食安全理念也始终岿然不动，为此宁
愿拿出真金白银加大补贴、提高收储价格等
等，也要力保粮食自给不动摇。

这可以理解为一个14亿人口群体立身
的根本、一个经历过饥饿的国家的执念、一
个自强不息的民族的自尊；这也可以理解为
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对世界所展现出负
责任的态度：不向世界伸手，靠自己的力量，
用全球不足9%的土地养活1/5的人口，这本
身就是对人类反饥饿最大的贡献，对国际粮
食稳定最有力的保障。

客观上，中国也有能力依靠自己解决本
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没必要到国际上囤粮。

一方面，我们的储备粮足够。到2021
年，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连续第18年丰收，而
且总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是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

在疫情持续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历经
几次超大城市、千万级人口居家。如果说刚
开始人们对粮食够不够吃还有疑虑，那么到
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担心这个问题了。
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哪个城市里居家，至少
饭是管够的。

另一方面，新一季的粮食正在源源不
断、持续稳定地产出着。今年夏粮已经开始
收获，联合收割机大军又开启了从南到北的
小麦机收之旅。没有意外的话，今年又将是
个丰收年。

其实，这一季小麦开局并不顺利。去年
的罕见秋汛导致1/3面积的小麦晚播了半
个月，苗情不容乐观。不过，经过前段时间
上下齐心、共同努力，这些不利因素已经在
很大程度上消解。我们现在抓粮食生产，可
以说有体系、有队伍，有路径、有方法，有政

策工具包、有科技明白纸，已经具备了稳定
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所以，我们也完全可
以有稳定而乐观的心理预期，除非遇到重大
灾害，否则粮食产量不会大起大落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必要去国际上囤
粮呢？而且粮食不是工业品，储存期短、时
间长了会变陈化粮，囤多了不是浪费吗！

值得强调的是，不囤粮不代表没有正常
的粮食进口。粮食贸易是世界贸易体系的
一部分，是各国资源互补的一种方式。我们
一面对外出口，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
一面也从国外进口部分大豆、玉米以及用于
品种调节的少量主粮。

这些进口和出口本身就是国际粮食贸
易秩序中的一个环节，飙升或突降都不利于
保持稳定，从长远看也会破坏国际粮食贸易
秩序。所以，正常的粮食进出口不能成为指
责中国囤粮的理由。

当然，强调粮食自给，并不代表独善其
身。我们同时也在向一些国家提供紧急粮食
援助，向非洲、拉美地区派遣农业专家。但不
论怎样，中国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兼济天下，不
需要一些西方国家来指手画脚。

中国在国际上囤粮？没必要！
——如何看待当前国内外粮食热点问题（一）

□□ 江娜

本报讯 截至 5 月 28 日，全国已收获
冬小麦面积 3798 万亩，日机收面积 678 万
亩，四川麦收进入尾声，湖北进度过八成，
河南、安徽进入集中收获期、进度过一成，
江苏、陕西、山西等省陆续开镰，标志着全
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三夏”生产，抢前抓早做好小麦
机收逐村逐地块供需对接和应急抢收、
机收减损等各项准备，会同卫生健康、交
通运输、石油石化等部门单位成立工作

专班，合力采取措施坚决打通可能影响
麦收的堵点卡点，保障夏收人员和机具
畅通无阻，确保各地麦收有机可用、有油
可加、有件能换、有人能干，实现不误农
时、颗粒归仓。

截至目前，各地已开设农机转运绿色
通道 2600余条，在跨区转移沿线设置机收
接待服务站、机具集中停靠点 2500 多个，
积极提供“送检下田”“送油到村”服务，最
大限度为机手提供通行、防疫、生活便利，
确保联合收割机和机手作业畅通。农业
农村部推动河南等 8个小麦主产省签订了

《黄淮海地区农机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
合作协议》，各地已组建 5400 多个应急抢
收队，确保有效应对疫情管控、阴雨灾害
天气可能导致的麦收困难。各省市县已
公布小麦机收保障热线电话 900 多个，麦
收期间将 24小时专班值守，以最快的速度
帮助机手和农户解决问题。农业农村部
即日起派出 9 个小麦机收专项指导工作
组，陆续下沉河南、安徽、江苏等省麦收一
线，密切跟踪机收队伍行程，指导地方落
实优化保障服务措施，确保每块农田麦熟
有机收、收在适收期。 龙新

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辽宁篇

□□ 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到辽宁考察、两次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辽
宁代表团审议，为辽宁振兴发展把脉定向，
擘画未来。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辽宁滚石上

山、爬坡过坎，谱写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新篇章。

“要把国有企业作为辽宁振
兴的‘龙头’”

2017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宁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要把国有企业作为辽宁振兴
的“龙头”。

有“共和国工业长子”之称的辽宁，集
聚着一批关乎国家产业安全、国民经济命
脉的大型国企。由于体制机制僵化、历史
包袱沉重等因素，不少国企一度步履维艰。

（下转第二版）

谱写全面振兴新篇章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辽宁篇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利益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我国人权事业
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使
全体人民的各项人权得到更高水平的
保障。即日起，本报开设“人民幸福生
活是最大的人权”栏目，记者深入一线报
道，记录发展与变化、收获与保障，讲述
人民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全面呈现
我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敬请关注。

◀5 月 27 日，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赵
桥乡，一台无人驾驶收割机在麦田里收割小
麦。“三夏”时节，在农业大省安徽，各地麦收
进入高峰期，农民抢收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江淮大地一派丰收景象。

刘勤利 摄 新华社发

““无人机无人机””抢收小麦抢收小麦

我叫于进海，今年 49 岁，1998 年开
始规模化种粮。自己种的地，从一开始
的上百亩到现在有4000多亩。我还“全
托管”着8000多亩、“半托管”着2.5万亩。

去年秋天，我种了3686亩小麦。眼
下，小麦正值灌浆期，离收获期还有 20
来天。现在看，小麦长势还可以，如果后
期没有大的不利天气，亩产量上1000斤
没有问题。

这一季小麦生产真是不容易，秋涝
春旱。去年秋收秋播，地涝，机器进不
去，又得拖车，又得晾墒。往年 10 月 15
号前后就收完、种完了，去年秋天一气儿
折腾到11月26号。为了减轻晚播的影
响，从秋到春，区里、省里农业农村部门
的专家一直在指导、培训。技术措施到
位，加上冬天冷得晚，小麦带绿越冬，开
春后长得还可以。

今年春天旱得厉害，小麦最需用水
的时候没有雨，我有时候一天能看十来
回天气预报。4月份，咱们威海的平均降
水量只有 2.9 毫米，而去年有 50-60 毫
米。5月份，就今天下了一场小雨，但这
点儿雨对灌浆期的小麦来说，解决不了
问题。

老天爷不下雨，咱不能干等。前年
春旱，我有600亩小麦，想方设法找水浇
水，最后平均亩产有 1000 斤。我算了
算，刨去3万多块钱的浇地费用，多产的
粮食纯利有 30 多万元。对普通农户来
说，可能一看浇地接管子得接 1000 多
米，费事又不划算，就放弃了。但咱是大
户，放不起。而且咱尝到过浇地的“甜
头”，除非是一点儿水都找不到，但凡有
可能浇上的，咱都不能放弃。

这段时间，政府一直在组织抗旱，而

且这两年也在从根本上改善生产条件。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绿色高效农业示
范等项目，把路和水都送到了地边。靠
近河边的地，建扬水站，电闸一卡，水就
流进来了；不靠河的地，修平塘，咱自己
抽水，也能浇上。

种这些年粮，我对比过，尽管咱这里
是丘陵地带，但只要天气好、水肥配合
好，我经管的地，最高平均亩产能打1500
斤小麦、1500斤玉米！所以，把地改好是
根本，做到旱能灌、涝能排，地力强起来，
粮食生产还有很大潜力。

接下来的20天，我的主要任务是做
好农机准备。往年外地机手跨区作业来
得多，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麦收后的耕
种上。今年，我们预判疫情影响，得把自
己的力量组织好，该换的零件全部更换，
消耗大的零件备足。已经备了5万多块
钱的货了，往年也就是备万把块钱的，要
是关键时候误了生产，造成的损失就不
是5万块钱的事儿了。

抢农时就是抢收成、抢效益。小麦
收了，得抓紧种玉米。除了这4000亩麦
后玉米，我前段时间已经种了几百亩春
玉米，都是整理的撂荒地。还计划安排
10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买了一
台复合种植播种机，配了北斗导航系统，
得多琢磨，把这一块种好。

泽头镇的农民常说一句话：于进海
挣不着钱，谁也挣不着。一来，我种地花
心思、下功夫，科学种田；二来，我种地确
实挣到了钱。把粮种好，还要经营好，我
有个想法，得建烘干设施，不仅解决自己
种的、托管的粮食烘干问题，还要辐射周
边县市的大户；把粮食加工也做起来，让
优质粮食的效益提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