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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据新华社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建玲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迎来春耕春种农机作业大忙。
日前，记者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获悉，预计今
春，全国将有超过 2250 万台（套）各型拖拉机、耕整地机
具以及播种机、水稻育插秧机具等农机装备投入农业生
产，与去年基本持平略有增加。机械化“部队”成为春季
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全国农业机械系统在保障农机数量
和质量的基础上，不断呈现新升级、新趋势，筑牢粮食丰
收之基。

农机装备向智能高效升级

春耕备耕时节，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毛
祠村，两台农机刚刚装上崭新的北斗终端设备。这套系
统主要用于统计机插秧面积、深度等数据，相关数据直接
汇总至省级平台。

今年春耕备耕期间，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安装北斗
系统，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垦，北斗导航起到关键作用。“垦
区土地集中连片，几千亩的土地，如果没有导航，机器会
迷失方向。在春耕春播作业中，北斗系统不仅能极大提
高作业效率，还能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耕作深度和播种
情况，减轻机手劳动负担，确保机械化作业质量，避免出
现耕整地不到位或缺苗断垄的问题。”建设农场农业发
展部副部长苏景刚告诉记者，与国外导航系统相比，北
斗导航性价比高、价格便宜，但目前北斗系统还存在关
键设备技术升级、精准度提升等问题，需要不断更新
换代。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装有北斗定位作业终端的农机
装备已达 150 万台（套），其中安装有辅助驾驶系统的拖
拉机超 17 万台。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支持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
辅助驾驶系统集成应用。首次将北斗系统写入中央一号
文件，对未来推动北斗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CVT 无级变速实现了国产农机整机的升级换代和拖
拉机的自动驾驶。今年春耕期间，10 台 240 马力无级变
速拖拉机将在黑龙江省垦区投入生产一线，潍柴雷沃黑
龙江总代理苑东升表示：“与原有机械换挡机型相比，
CVT 技术能减少作业停顿和换挡次数，提高作业效率
30%，综合燃油消耗还能降低 10%。目前，黑土地还处
于冰冻状态，等 4 月中旬雪化了，这款拖拉机将派上大
用场。”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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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拉鲁湿地眺望布达拉宫。近
日，西藏拉萨迎来降雪天气，城区南北的
群山被白雪覆盖，分外迷人。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摄

高原飞春雪

近日，某地一县城小学发布通知，不准
家长骑三轮车接送学生，否则会将车拖走，
还要处罚家长，甚至停学生的课。这一举
措引发争议后，工作人员回应主要是出于
安全考虑。

在农村地区，三轮车是生产生活中的重
要交通工具，同时确实存在稳定性较低、制

动性能较差等安全隐患。多地也对其进行
了区域限制以及年龄限制。从保障安全和
维护交通秩序的角度，禁止骑三轮车接送孩
子可以理解。但若从通知到执行缺乏“缓冲
期”，或是完全不考虑禁行之后学生如何上
下学的问题，就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了。

对此，学校不妨联合当地交通管理部

门，结合乡镇实际情况，采取更加人性化的
方式，如对电动车、三轮车进行规范化管理，
在学校周边合理划定行车及停车区域，设置

“爱心路线”提供免费校车等。在保证学生
安全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学生上下学的实际
需求，才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同。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骑三轮接送学生 禁行须有“缓冲”
魏思慧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记者日前从甘肃省春季农业生产
暨春耕备耕工作现场推进会议上了解
到，甘肃全力抓好春耕备耕工作，要求各
地各相关部门紧紧围绕规划、种子、农
资、资金、技术、服务“六要素”抓好落实，
全力打好今年农业生产“第一仗”，确保
农业生产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据悉，规划方面，甘肃已印发全省稳
定粮食生产行动方案，省农业农村厅与
各市州签订了粮食生产目标责任书；聚
焦小麦、玉米、马铃薯 3 个单体，甘肃将实
施优质粮食工程和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种子方面，全省已储备的各类农
作物种子基本能够满足春耕生产需求；
甘肃将加快推进种业科技创新和良种联
合攻关，加快由制种大省向种业强省转

变。农资方面，甘肃密切监测农资供求
动态，做好农资调剂调运，确保农民用上
优质放心农资。资金方面，甘肃用足用
好产粮大县、产油大县、种业大县等各类
支持粮油生产的奖励资金，落实落细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各项
扶持政策，最大限度保障农民种粮资金
需求。技术方面，甘肃将深入实施藏粮
于技战略，加大先进实用技术的研发推
广，借助数字化、智能化为农业科技赋
能，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推动
智慧农业发展，让农民由会种向“慧”种
转变。服务方面，甘肃各地组建春季田
管和春耕备耕工作专班，及时分类整理
并跟踪服务，确保春耕备耕有力有序、集
中服务高质高效。

为推动全省农业生产实现一季度

“开门红”，甘肃千方百计加快农业项目
建设。甘肃围绕重点产业抓项目，突出
方案设计，突出包抓服务，突出金融支
持，做好“土特产”文章；围绕精深加工
抓项目，聚焦招商引资，争取更多大型
龙头和头部企业来甘投资，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贯通；聚焦园区建设，推动要
素向园区集聚、项目向园区集中、产业
向园区集群，以创促建，加快构建以国
家级为龙头、省级为骨干、市县级为基
础的产业园建设体系；围绕农民增收抓
项目，持续加大产业、就业等方面的项
目争取和实施力度，进一步释放财产性
收入增长红利，拓宽转移性收入增长空
间，狠抓工资性收入增长措施，挖掘经
营性收入增长潜力，不断拓宽农民增收
新渠道。

甘肃打好全年农业生产“第一仗”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

洪湖岸边，内荆河畔，湖北荆州洪
湖市新堤街道洪林村的脉搏随着时代
跳动不息。

多年来，洪林村始终选择农村集
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曾被誉为
湖北农村改革的“一杆旗”。然而，改
革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过高光时刻，
也有过低谷曲折。当昔日荣光逐渐消
散，多年的辉煌典型泯然于众，甚至一
度是矛盾“重灾区”。励精图治后，洪
林村如何再出发？

近日，记者走进这里，看到洪林村
正紧锣密鼓筹备庆“三八”文艺活动。
经常举办类似的丰富文体活动等集体
福利，曾让周边村羡慕不已，停办几年
后如今重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当前，
洪林村步入了坚持壮大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

洪林村的转型不仅是一个经济发
展的故事，更是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
嬗变。

老支书带领下的村庄：
“洪湖岸边一杆旗”遇上

了新课题

说 起 洪 林 村 ，绕 不 过 叶 昌 保 。
1981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
荆州地区的农村迅速推开。已是洪林
村党支部书记的叶昌保挨家挨户搞调

研，最终决定洪林村实行“统为主、分
为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模式。自
此，洪林村走上了“壮大集体经济，共
同上升、共同富裕”的路子。

依靠集体经济，洪林人富了。20
世纪 80 年代的十年间，他们以村办
棉织厂这只“小母鸡”，先后“孵”出了
砖瓦厂、服装厂等十多家企业，逐步
实现了由农业型村向工业型村的转
变。随着“稳农兴工、工农并进”，洪
林村率先办起了曾是当地一流水平
的村级教育体系、卫生院、文化宫、文
体活动中心等阵地，村民一户一台电
视机、一户一栋“将军楼”，享受吃水
用电、读书看病等“十不要钱”的福利
待遇……

2002 年，曾因扩建要占用洪林村
土地的洪湖市棉纺织总厂濒临破产。
在“农民兄弟”还能带领“工人老大
哥”致富奔小康的质疑声中，洪林村
整体收购这家企业，成立兴洪纺织公
司。高峰期，洪林村同时开办 18 家
企业。现任洪林村党委副书记的陈
璐记得，这一时期是洪林村最风光的
时候——连洪湖城区的市民都要到
村里来打工。

在洪林村的历史上，叶昌保是一
个标志，曾当选过两届全国党代表和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洪林村创造的荣
光，有能人效应，也有时代红利。

然而，在一个宗姓复杂、企业众多
的村庄，矛盾之甚，可想而知，洪林村
也难以避免这样的问题。2010 年前

后，村办企业普遍经营艰难，村集体经
济跌宕起伏。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尽管叶昌
保不懈努力，但仅靠个人意志终独木
难支。曾经的“洪湖岸边一杆旗”，在
一段时期内似乎趋于平凡。

2015 年，71 岁的叶昌保在洪林村
“当家”45 年后卸任，成为一名普通党
员。洪林村的历史变迁公正地记录了
叶昌保走过的足迹，也把发展的课题
留给后来者。

新“当家人”接过“接力棒”：
凝聚集体力量迈步从头越

2018 年 11 月 18 日，洪林村换届选
举。唱票人用一声声“易华”把 32 岁
的他推上了新“当家人”的角色。7 个
人的新班子，接过了洪林村新一轮的

“接力棒”。
曾经辉煌的洪林村，至易华上任

时，积累了大量的村级债务和欠缴村
民社保费，还有一大片村民烂尾别墅，
可谓“一地鸡毛”。

上任伊始，习惯了有困难找书记
的洪林村民，寄希望于易华一人。但
易华心中很清楚：个人治村，终有浮
沉，只有一个与全体村民同心同向的
党支部，调动起村民的内生动力，才是
让洪林村走出泥泞、重获新生的全部
答案。

眼下架起锅来，只能煮白米，不能
“煮道理”。 （下转第二版）

洪林村的转型与坚守

□□ 新华社记者

（一）

2021年6月29日上午，建党百年之际，
北京人民大会堂，“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迎宾大厅内，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
娇》气象万千，群山逶迤、江河奔涌，千古江
山、风光无限，见证属于人民的高光时刻。

这一刻，星火闪烁，汇聚成炬——
“‘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真挚朴素的话语温暖着在
场的每一个人。

这一刻，人民江山，宗旨昭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党同
志都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坚持不
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大会堂，“山”字形的建筑平面，
人民江山的生动写照。当年为迎接人民
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3 万多名建设者参
与施工，30 余万人次参加义务劳动，整个
工程 10 个多月就全部完成。翻身当家做
主的人民，用满腔热情创造着社会主义
中国的奇迹。

江山，自古就是政权的形象表达，而
今有了新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曾感慨：“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的二千多年间，发生了多少朝代

更替，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
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

要跳出治乱盛衰的历史循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
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国家应该怎样
治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道出先辈
的深思。

1943 年 8 月 8 日，陕北延安，中央党
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提出，共产
党要“换两回朝”，一个是“要把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还
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

也是在延安，两年之后召开的党的
七大首次将“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
服务的精神”写进党章。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第
四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他说道：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
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
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

一程程回望来路，一次次宣示“人民
的党”“自家的党”“老百姓的党”……循
着掷地有声的话语穿越时光隧道，只有
走过风雨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真正带领人
民成为江山的主人。

江山属于人民，江山冠以人民。
2014 年 9 月 5 日，庆祝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

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
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

赢得了民心，就赢得了历史的主动，
就能牢牢掌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二）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013年 11月，湘西十八洞村。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黑黢黢的木屋，握住苗族大
姐石拔三的手，脱口而出的“自我介绍”
让人心头一热。总书记同乡亲们在空地
上围坐一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摆脱贫困，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的
牵挂。他把对人民最浓的情，化为最重
的誓言、最硬的举措，打响人类历史上规
模最大、力度最强的反贫困之战，创造近
1 亿人脱贫的伟大奇迹。

而今，十八洞村屋舍一新。石拔三
家里添了大彩电，她最爱看有总书记的
新闻。从没出过大山的她，坐飞机飞到
北京，看了天安门。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
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牢牢守好人民江山，是习近平总书记
不渝的初心。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土
地上成长、发展，是党和人民将我培养
成人”。

1969 年初，年仅 15 岁的习近平来到
陕北梁家河插队，住窑洞、睡土炕、忍虫
咬，同乡亲们一起开荒、种地、放羊、铡
草、挑粪、拉煤……心中为念农桑苦，耳
里如闻饥冻声。正是在这里，他立下从
政初心——“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

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子里早
早挤满送行的乡亲。大伙儿看到七年来
流血流汗、再苦再累也“男儿有泪不轻
弹”的近平，第一次“下泪”……

临行前，他把母亲缝制的绣有“娘的
心”字样的针线包留给村里伙伴，更把自
己的心留在人民之中。

“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
习近平在自述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人
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
养 出 了 我 不 变 的 信 念 ：要 为 人 民 做 实
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
儿子。”

怀抱一颗赤诚初心，一路走来，一心
为民——

在河北正定，骑着一辆半旧的二八
自行车，跑遍全县 25 个公社、220 多个大
队，在大街上摆桌子，和老百姓挨身坐，
侧耳倾听群众心声。当年的干部回忆，

“县委机关大门总是敞开的，背着粪筐的
老农径直进来同习近平交谈”“大院的晚
上，最后灭灯的总是他那扇窗户”……

“平易近人”缘于热爱人民，“勤以为常”
只为造福于民。 （下转第二版）

人 民 江 山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学习党的二十大，唱首山歌夸一

夸”“乡村振兴一路美，遍地开满幸福
花”……近日，在贵州省麻江县坝芒乡水
城村水头大寨议事广场上，围绕党的二

十大精神，一场别开生面的“二人转”宣
讲赢得村民阵阵喝彩。活动尾声，两位
宣讲者还用一首山歌压轴，勾勒出美好
生活的轮廓。

麻江县委党校讲师刘运辉谈理论，
贵州省劳动模范、水城村党支部书记罗
传彬讲实践。 （下转第四版）

别样“二人转”互动传党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