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4日 星期五 农历癸卯年六月十八 六月廿二立秋 第12483期（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5 邮发代号：1-39 农民日报社出版 E-mail：zbs2250@263.net

中国农网 网址：www.farmer.com.cn

FARMERS’DAILY 农民日报
新闻客户端

农民日报
官方微信

□□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
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
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
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

“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
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
论创新成果”。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

阔步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以这
次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和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攀登新的
思想高峰，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
目标昂扬奋进。

掌握强大的真理力量——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
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
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盛夏时节，上海兴业路。中共一大纪念
馆内，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吸引不少参观者
驻足。

这本只有 56 页，却伴随中国共产党诞
生和壮大的小册子，正是由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
2012 年 11 月，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

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向大家讲起陈
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误把墨汁当红
糖的故事：“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真理的味道为什么甜？因为马克思主
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
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
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它具有鲜明的实
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
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

真理的味道为什么甜？因为百年来真

理养分滋养神州大地，孕育盛世中华累累硕
果。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
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
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
展奇迹。

一个理想崇高、志向远大的党，一旦掌
握了科学的思想，就能够历经磨难而无往
不胜。

翻开风雷激荡的百年史册，坚持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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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
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
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
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
“理论力量”，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是马克思
主义最伟大、最生动的实践——

2022 年 10 月 27 日，党的二十大胜利闭
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老一辈革
命家旧居。

黄土高原山坳的窑洞内，书桌、地图、笔
墨 、油 灯 、火 盆 …… 处 处 是 历 史 的 讲 述 。
1937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写下著名的《矛
盾论》。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
要求，也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方法论。

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时，着力解决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
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站起来”；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着力解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努力“富起来”；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着力解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强起来”。

矛盾观、群众观、实践观、发展观……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
主义科学真理，荡涤风雨如磐的暗夜，照亮
民族复兴的征程，彻底改造了这个古老的国
家，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彻底改写
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版图。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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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记者从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内
蒙古聚焦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坚持“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增加产
量”的根本原则，紧扣“地、种、水”和“粮、
肉、奶”6 个重点精准施策，推动基地建设
28 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内蒙古有基础、有潜力。在高标准农田
建设方面，今年内蒙古投资 59 亿元建设
395 万亩高标准农田，在春播前已完工
投入使用 204 万亩，可提升粮食产能 4.1
亿斤。在设施农牧业建设方面，20 万亩
设施农业新增任务全部落实，到年底全
自治区设施农业面积将达到 230 万亩以

上，实施改造提升 600 个养殖场、创建标
准化示范养殖场 800 个，进一步提高现代
设施畜牧业建设水平。在冷链物流基地
建设方面，内蒙古安排衔接资金 3.2 亿
元，实施 34 个农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
施 节 点 布 局 、服 务 网 络 和 支 撑 体 系 项
目，目前全区 1015 个嘎查村寄递物流点
投入使用，已建成嘎查村寄递物流综合
服务站 5256个。

强化生猪产能调控，确保生猪规模
养殖场达到 1200 个以上，能繁母猪存栏
稳定在 56.3 万头以上，进一步挖掘禽肉
产能，确保全年肉类总产突破 300 万吨。
启动实施国产苜蓿增产行动，开展奶牛
核心育种场创建和生产性能测定，推广
使用性控胚胎 1.65 万枚。力争全年奶牛

存栏达到 170 万头以上，牛奶产量达到
785 万吨。围绕“土特产”产业发展，安排
衔接资金 9.5 亿元，重点支持饲草料加
工、奶食品加工、杂粮杂豆生产加工、中
药材种植加工、生猪养殖、设施果蔬发展
等 161 个项目。大力发展稻壳米糠、果
蔬皮渣、皮毛骨血等副产物精深加工，
不断拉长产业链条，推动粮油、畜禽副
产品、羊皮食品化、预制菜、方便食品和
功能食品药品产业发展，带动农畜产品
加工转化增值。深入实施推进农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行动，大力培育提
升“科尔沁牛”“锡林郭勒羊”等区域公
用品牌，加强品牌宣传推介，推动优质农
畜产品输出，持续加大全区优质绿色农
畜产品影响力。

内蒙古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建玲

悠 悠 万 事 ，吃 饭 为 大 。 习 近 平
总书记指出，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
路在科技。作为我国粮食安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的重要物质装备基础和
粮食生产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农业机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
供重要支撑。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已
经进入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
依靠机械动力为主的时代，农业机械
化正在向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不
仅解放了劳动者的双手、提升粮食生
产效率，也确保了粮食生产稳产增
产、节本增效。

全程全面推进粮食机械
化，提高生产效率

“面朝黄土背朝天，人手一把镰
刀，1个人每天只能收割 1亩小麦，身上
的汗水与麦芒相碰撞，奇痒难耐，一挠
红肿一片……”今年“三夏”，山西省襄
汾县建旺合作社理事长韩根柱想起几

十年前的麦收场景，感慨万千。
“如今的小麦耕、种、管、收各环

节都实现了机械化，一台收割机每天
能作业 150 亩。早上还是地里的麦
穗，中午就成了袋里的粮。拖拉机、
无人植保机、大型收割机等机械设备
成了主角，人只起到辅助作用。无人
化、少人化的自动导航、智能农机‘异
军突起’。农民轻松了，农业也变得
越来越有吸引力。”韩根柱说。

近年来，我国把粮食生产机械化
作为农业机械化的首要任务。如果说
过去的机械化主要体现在粮食收获环
节，而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化呈现了由
部分品种生产的局部需求转变为种养
加全链条、全程的需求。

农机作业服务是粮食生产的主力
军 。 2022 年 ，全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达
13731 亿斤，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
斤以上。连续丰产的背后，离不开现
代化的农业机械化。截至 2021 年，全
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2%，较 2012 年提高近 15 个百分点，

小麦、水稻、玉米、大豆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分别为 97.3%、85.6%、90.0%、
87.0% ，分 别 较 2012 年 增 加 4.1% 、
16.8%、15.0%、23.8%。

但也应看到，我国部分区域、品种
和环节不同程度存在“无机可用”“无
好机用”“有机难用”“机未用好”现象。

为此，近年来，我国推进农机装备
补短板，着力解决部分关键核心技
术、重要零部件、材料受制于人以及
部分环节“无机可用”问题，坚持研发
制造和推广应用两端发力，加大支持
引导力度，推动研产推用全链协同，
广泛动员优势科研团队和骨干企业，
围绕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
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一大一小”
机具和关键零部件，开展技术攻关。
紧盯“好不好”的问题，推进农机作业
质量提升，着力解决部分环节“无好
机用”、机手操作水平参差不齐、机械
化生产质量效益不高问题，紧盯“配
不配”的问题，推进良机与良田良种
良法良制协同配套。 （下转第三版）

农业机械化为粮食增产保驾护航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日前，江西 12316“田间移动课
堂”直播活动第四站走进上饶市余干县
乌泥镇，当地种植大户提出技术问题，专
家现场支招。自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已开展多场 12316
专家服务“田间移动课堂”直播活动，真
正把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变为“零距
离”，受到农民群众的广泛赞誉。这是江
西省农业农村厅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切

实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的生
动缩影。

在主题教育开展过程中，江西省农
业农村厅按照中央、省委关于主题教育
的部署要求，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
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坚持“五个聚
焦”系统推进：聚焦目标要求，加强组织
领导；聚焦凝心铸魂，强化理论学习；聚
焦解决问题，抓实调查研究；聚焦检视整
改，务求整改实效；聚焦主责主业，推进
成果转化，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江西省结合主题教育活动，推进各
项重点工作，把胸怀“国之大者”的要求
转化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更强担当，在前
期完成 1800 万亩早稻播种任务的同时，
压茬推进全省粮食生产，截至 6 月底，已
完成播栽中稻（含一季晚稻）。解决群众
农业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问题，截至 7 月中
旬，93 个宣讲团深入 677 个乡镇、3606 个
村开展集中宣讲 1172 场次，开展现场技
术示范指导 4085 次，共帮助基层和农民
群众解决问题 2191个。

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为农服务的新行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这里是智慧农业应用信息中心，有
智慧生产系统、智慧操控平台……”

日前，记者随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采访团，来到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智慧
农场指挥中心，讲解员介绍农场生产画面
和运行情况。该村党委书记尹计平说：

“让产业开花结果，致富路才能越走越
稳。”2022 年塔元庄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
3.5 万元。

“实施乡村振兴，关键是靠科技、兴产
业。”石家庄市委常委、正定县委书记王俊
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依托地方实际积极
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高效农业、设施
农业、品牌农业，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产业，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和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让农业有个好“钱”程！

智慧农业搞起来

“尝尝这生菜，又脆又甜！”在智慧农
场里，恒温恒湿环境下的有机蔬菜伸展
着嫩芽，记者看到农民正在打理立体水
培生菜，再往前走就看到一个锦鲤池，水
培蔬菜和锦鲤形成了“鱼菜共生”的生态
循环。

智慧农场集科技、绿色、节能于一
体，实景展示未来农业发展方向和全产
业链产品原料生产和种植过程，通过尖
端农业技术及温室种植技术实现“南果
北种”，种植了各类新奇特果蔬品种，吸
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研学。

塔元庄位于石家庄市区北 10 余公里
的滹沱河北岸，村庄 500 户 2030 人，耕作

760 亩田地，还有 3000 亩河滩地。该村通
过在智慧园区建设应用信息中心、智慧
生产系统、智慧管理平台和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农产品溯源系统，利用田间物联
网技术辅助管理人员实现从农业生产的
田间作业方式、农业投入品的选择，到机
械耕种、农业气象遥感监测等的数字化
管理，节省人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据测算，智慧园区建设成效显著，农业
浇灌用水每年可节约 30%-40%，肥药使用
量每年下降 10%，每年可节省劳动力 20%，
提高了劳动效率，总体增效20%以上。

“农业信息化、智慧化发展，就是给农
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正定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任学建说，在农业科技公司技术支持
下，该县在大孙村建设了占地 376 亩的高
科技生态农业园项目，将建成全智能 5G
大棚 49 栋、展示棚 2 栋，以草莓、西红柿、
螺丝椒为主要产品，预计项目建成后每年
生产 800吨高端果蔬，产值可达 1200万元
以上。 （下转第三版）

启智慧 强产业 富乡亲

河北正定县：让农业有好“钱”程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黄慧 见 习 记 者 郭诗瑀）为 深 入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办好第
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近日
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对 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工作进行
部署。

《通知》明确，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以“庆丰收 促和美”为主题，围绕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聚焦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展现三农发展
成就，展示农业农村现代化美好前景，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

《通知》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围
绕培育全国性民俗节日、打造做强乡村
产业重要载体、搭建展示农民风采特色

平台、用好促进城乡消费有力抓手等 4 个
方面，组织开展一批乡村特色浓郁、农民
喜闻乐见、群众广泛参与的庆祝活动，汇
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的强大力量。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
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推广，严守纪律规
定、抓好安全生产、搞好调度总结，扎实
开展节日筹办工作。

农业农村部部署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工作

当前正值汛期，湖南省株洲市给辖区
内多座小型水库装上“智慧大脑”预警系
统，一旦达到汛限水位，系统就会马上报
警。这种现代化监测预警系统给小型水库

安全度汛筑起“智慧防线”，值得点赞推广。
水火无情，科学防洪是与时间赛跑，

精准预警、及时响应十分重要。其中，小
型水库监测预警尤为重要，目前我国有
9.2 万多座小型水库，主要分布在南方的
山地丘陵地区，其中一些小型水库存在建
库时间长、检测手段落后、监管手段不多
等问题，成为防汛薄弱环节。为小型水库

装上“智慧大脑”，不但解决其监测管理难
题，更有利于高效精准做好防汛指挥调
度，化被动为主动。

当然，防汛需要智能化、信息化，又不
能只依靠“智慧大脑”，还要坚持人防、技防
一体，压牢压实责任，切实为群众筑牢防汛
安全堤坝。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小型水库防汛要用好“智慧大脑”
赵新宁

近年来，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大力发展风力、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项目建设，多个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项目相继投入运行。新能源
项目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的同时，也给当地群众增加了收入。图为8月2日在衡东县霞流镇拍摄的光伏电站。

曹正平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