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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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文章强调，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
务，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
历史责任。我们以这个题目进行集体学
习，目的是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
性认识，进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方位、方
向、方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
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文章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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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党
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
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
持”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
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
循，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

文章指出，要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
魂和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
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
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
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

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必须
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
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
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有
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
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要拓宽
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
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

“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
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
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文章指出，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
题。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
要的产物。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
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
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
题、引领实践发展上。马克思主义是实践
的理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
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
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今天，
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
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要牢固树立大
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
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
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
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
实践要求，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
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

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文章指出，要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

论体系化学理化。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
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
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
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
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
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
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
学理化的过程。随着实践进程的深化，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会越来越丰富。要不
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
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
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教育引导全
党全国更好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文章指出，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
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马克思主义是
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
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
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党和
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
的各项工作实践要走好群众路线，推进
党的理论创新也要走好群众路线。要尊
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
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
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
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
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导读

□□中共中央印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全文见中国农网、农民日报客户端）

□□ 新华社记者

古老的丝绸之路，跨过沙漠海洋，绵
亘万里河山，穿越千年时空，闪耀在人类
文明持续前进的宏大历史进程中。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
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
大倡议。

10年，3600多个日夜，习近平主席高瞻
远瞩、谋篇布局，推动“一带一路”这一植根
历史沃土、着眼人类美好未来的重大国际
合作倡议，在共商共建共享中走深走实，
在高质量发展中开拓出一条造福世界的
发展繁荣之路，铺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壮美画卷。

擘画引领，梦想种子长成繁
茂大树

南非，德阿地区的山地上，一座座白
色风力发电机巍然矗立，将丰沛的风能转
化为电能，点亮千家万户。由中国企业建
设运营的德阿风电项目，2017年并网发电
以来，有效缓解了当地电力供应短缺局
面，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

“南非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的非洲国家，连续 13 年
成为中国在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
在非洲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今年 8 月，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
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发表署名文章，
讲述两国合作“蛋糕越做越大”的生动
故事。

在“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古丝绸
之路上，中非互通有无、相知相交。此次
会晤，在两国元首见证下，《中南关于同
意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意向书》签署，
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实打实、沉甸甸”，回望 10 年历程，
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厚重而丰硕：

——截至目前，我国已同 152 个国
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遍布全球五大洲；
（下转第二版）

“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纪实

10月14日，市民
在陕西西咸新区沣河
东岸休闲。金秋时
节，沣河两岸秋意渐
浓。暖阳下，斑斓的
树木，碧蓝的晴空，巍
峨的秦岭，共同绘就
出一幅绚烂秋景。沣
河是古长安八水之
一 ，发 源 于 秦 岭 北
麓。近年来，西咸新
区实施沣河综合治理
工程，治污、净水、增
绿等多措并举，利用
河流自然形态打造生
态节点，形成了“洪
畅、堤固、水清、岸绿、
景美、管理长效”的河
湖景象。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 郝潇 丁冰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诗麟

眼下正值秋粮抢收之际，山东省
济宁市兖州区漕河镇张庄村上千亩玉
米进入收获期。天蒙蒙亮，志发农机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志发就来到地里
忙活起来。

“今年流转了将近 800 亩地，每亩

产量能达到 1300 斤-1400 斤，比去年
每亩增产 150 斤-200 斤，估算能增产
12 万斤。”张志发说。

今年合作社的收获机全部更换成
240 马力发动机的四行自走式玉米收
获机，这种机器采用全弧不对行割台，
横着走也能收割玉米。“横向收割机更
适合合作社田地作业情况，能减少农
机在转弯掉头时的收割损耗。”张志发

介绍。
横向上减少转弯损耗，纵向上农机

减损也有妙招。“我们加长了农机摘穗
辊的长度，割台可以放低到贴地面的程
度，矮穗玉米也能轻松收割。”山东金大
丰机械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甘瑞祥
说。此外，新更换的四行自走式玉米收
获机还预留了倒伏尖安装口，倒伏玉
米的收割也不在话下。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近日，在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王
集镇田河村 30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示范片里，豆荚摇曳如铃，玉米金
黄饱满，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在地里来
回穿梭作业。

眼下，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
入收获期。睢宁县是江苏省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面积最大的县，种植户

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大豆、玉米抢收
进度，将“丰收在望”变成“颗粒归仓”。

“今年是第二年进行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有去年的种植经验和农
业技术人员指导，加上今年的土地墒
情好、雨水丰沛，收成总体比去年好。”
田河村党总支书记田越说。

田越介绍，据测产计算，今年田河
村 30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

片内，大豆亩产100公斤以上，玉米亩产
600公斤以上，产量比去年均高出15％。
按目前市场价折算，亩产值 2000 元左
右，除去种子、化肥等成本，每亩纯收
入 1000元左右。

优选品种、扩间增光、精细播种、
科学肥水、绿色防控等是田河村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增产、增效的关键。

（下转第五版）

江苏睢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迎丰收

“横向+纵向”，机收减损有妙招

看 振 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进入秋季，安徽省宣城广德市再
军笋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再军一直
不得闲，每天清晨就带领着当地农民
到笄山省级森林公园的 50 亩毛竹林
里挖鞭笋。

“现在每斤鞭笋的市场价格要卖
到 50 元一斤，收益可观。”顾再军说，
以前靠天收，竹林出笋周期长、效益
低，如今通过科技实现四季可产笋，亩
均产值万元已成为现实。

在顾再军的毛竹林中，从竹根部
发出来的鞭笋随处可见。入秋后的竹
子依然茂盛青翠，每隔几米挂有植物
杀虫灯，水肥一体化的喷灌设备铺设
在林间，竹林地里几乎看不见杂草。

“我们的竹林严禁打除草剂，全部是人
工拔草。以前每年也就几千元的收
入，现在毛竹林每亩年产冬笋 200 斤、
春笋 300 斤、鞭笋 150 斤，光靠卖竹笋
就收入万元以上。”顾再军给记者算起
了账。

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不少地区
的竹林渐渐成为农民眼中的“鸡肋”。
广德市作为“中国竹子之乡”，拥有竹
林近百万亩。竹海已成为风景，但如
何变风景为“钱”景？

“通常情况下，毛竹林每年只在冬
季发冬笋，在春季发春笋。运用科技
创新成果后，毛竹可萌发鞭笋，弥补了
夏秋季节没有毛竹鲜笋的空白。”广德
市林业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方明刚介
绍，他们通过多年科研攻关毛竹四季

笋生态高效培育关键技术，实现了四
季产笋，亩均效益达万元以上，竹林成
为农民致富增收的“香饽饽”。这项技
术主要是采取生态有机培育、调整竹
林结构、保持合理密度等措施实现竹
笋多发。

未来，广德竹笋还将被赋予更多
科技元素。当地正在与安徽农业大学
合作实施笋-竹智能监测物联网关键
技术研究推广项目，即时精准采集和
分析笋-竹全生育期的关键数据，实现
动态监测预警，及时发现问题并精准
定位，为笋-竹生长态势的研判、有害
生物防控、采笋时间的精确预测、竹林
经营技术水平和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提
升，以及相关竹制品的溯源等全产业
链生产调度提供指导和决策。

一 亩 山 万 元 林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内蒙古是全国最大的草原牧区，草原
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 22%，占全区国
土面积的 74%。草原不仅是内蒙古重要
的生态系统，也是牧民重要的生产资料，
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然而，部分草
原过牧依然是摆在内蒙古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面前的重要问题，既得依托畜牧业谋
求发展，又得阻止草原荒漠化，“绿色”与

“发展”似乎成了一对难解的矛盾。
为此，内蒙古近年来把转变草原畜

牧业发展方式放在突出位置，围绕既要
“绿起来”又要“富起来”，紧抓“人”“畜”
“草”这一解决草原过牧的关键问题，多
措并举，因地施策，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牧区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为全国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提
供了内蒙古方案。

巧用“加减法”推进畜牧业
转型升级

“我家原来养了 200 多只羊，羊对草
场的破坏非常严重，导致草场产草量逐
年减少，后来我把羊都卖了，开始养牛，
草场越来越好，而且收入也提高了。”

“牧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大规模养
殖优良品种牛后，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了。”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牛”绝对是
个高频词，也是一个贯穿产业发展、社会
民生的主题词。面临生态环境的压力，
正蓝旗正是依靠养牛产业扭转乾坤，走
出一条富有地域特色的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之路。
牧民呼布音塔拉的家庭牧场位于正

蓝旗那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我家有
草场 1700 亩，养殖母牛 30 头，全部为三
代西门塔尔牛，年接产 28 头，母牛繁殖率
达 93％。”呼布音塔拉告诉记者，他家年
出栏犊牛 23 头左右，均价 1 万元以上，去
年总收入达 30 万元，除去成本，养牛纯收
入 16 万元。

呼布音塔拉说，十多年前，他把家里
的羊全部出售，开始养殖良种肉牛，实行
早补饲、早冷配、早接犊、早出栏“四个
早”模式。此外，他还严格执行草畜平衡
和禁牧制度，做到了“少养优养精养”，实
现“三生”（生态、生产、生活）统一协调和

“一减三增”（减畜、增绿、增效、增收）的
目标。 （下转第三版）

厚植生态底色 守护美丽草原
——内蒙古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解决草原过牧问题

□□ 新华社记者

金秋十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
化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文化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熠熠生辉。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
需要的产物。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中开拓通
向真理的道路，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
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迈步新征程，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和科学行动指南，中华民族以更加坚定

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向着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昂扬奋进。

（一）

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大会。

见证无数中华民族历史时刻的北京
天安门广场，铭刻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庄严宣告——

“ 必 须 继 续 推 进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

“第二个结合”甫一提出，迅速在思
想理论文化界激荡起强烈共鸣，标志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成果
已经成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以文化人、文以载道的深厚
智慧，熔铸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悠久
历史。

关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有着
深邃的思考。

早在从政之初，习近平同志就格外
关心县域文化建设，主导修复正定隆兴
寺、保护隋碑、组织编写《正定古今》。

在福建宁德，习近平同志也在思索
“文化”这个关键命题。《摆脱贫困》中写道：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
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下转第三版）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