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客海客 学习小组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奥克兰、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22年2月12日 星期六 壬寅年正月十二

今日8版 第11478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2022年2月12日 星期六 壬寅年正月十二

今日8版 第11478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⑧⑧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坚 定 信 心 勇 毅 前 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
界——在 2022 年世界经
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
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
书店发行。

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
——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2月 11日电 “三
农”工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中之重。日前，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四
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
导向、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
施等作出全面安排，增强农业农村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和“压
舱石”的稳定作用，持续提高农民生
活水平。

《规划》 指出，推进中国特色农

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十个战略导
向，要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
饭问题，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
道，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推进
农业全产业链开发，有序推进乡村建
设，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
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规划》 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现代化

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保供固
安全、振兴畅循环为工作定位，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乡村建设
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
置，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
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下转第三版）

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春耕在即，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黄
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内，
罗守玉一大早就赶到试验基地准备农
资。他指着一块展板告诉记者：“那天，
总书记就是从这儿往田里走。”

2021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考察调研。总书记勉励大家：“18 亿亩
耕地红线要守住，5 亿亩盐碱地也要充
分开发利用。如果耐盐碱作物发展起
来，对保障中国粮仓、中国饭碗将起到
重要作用。”

虎年新春，黄三角农高区步履坚
实，正奋力打造“新粮仓”。

“种了一辈子地，哪有
现在这么喜人的”

进了仓库，抓起一把大豆，罗守玉
美滋滋地说：“俺们这儿种的豆子，总书记
都说好！”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那天，作为
黄三角农高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
中 心 负 责 人 ， 罗 守 玉 在 现 场 作 介 绍 。
总书记走进田里，弯下腰来摘了一个豆
荚，剥出一粒大豆，放在口中细细咀
嚼：“豆子长得很好。”

“总书记的肯定，让俺们很振奋。”
他带着记者走到一块地前说，“总书记来
的 5 天后，也就是去年 10 月 26 日，这块盐碱地豆子丰
收，亩产470斤，又创了新高。”

好消息传遍了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在农高区大豆
包装点，“老把式”常秀枝哼着小调，抖开簸箕，一粒
粒金黄的大豆欢蹦起来。“你瞅瞅，这豆子圆滚滚，找
不出几个瘪的。搁以前，那白生生的盐碱滩，一亩顶天
能收 300斤。”常秀枝感叹，“种了一辈子地，哪有现在
这么喜人的！”

粮仓满载喜悦，田间生长希望。农高区盐碱地现代
农业试验示范基地内，麦苗青青，随风摇曳。示范基地
技术员李瑞田蹲下身子，拨开麦苗根部的泥土，埋头打
量：“长得不赖！有四五厘米高了，旺相着呢。”他把土
推回去，咧嘴一乐，“开春回温，个个都噌噌蹿。”

作为中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黄
三角农高区成立于 2015 年，总面积 350
平方公里，由于海水侵袭等因素，80%以
上是盐碱地。

“看，盐碱地上长出了‘金疙瘩’！”
罗守玉站在习近平总书记看过的那块展
板前，挨个点名：大豆、黑小麦、藜
麦、马铃薯……通过生态化利用和种业
创新，盐碱地长出了产量高、品种好的
多种耐盐粮油作物，还有不少耐盐牧草
和中草药。

“出发！”在农高区智能农机平台，
中科院计算所高级工程师陈海华发出一
条指令，4台无人驾驶的“大铁牛”整齐
列队，直奔上千亩的苜蓿地。

“这些大家伙有讲头。”陈海华走出
控制室，来到停在田间的一台“铁牛”旁，
拍着银白色的弧线机身说，“它叫‘鸿鹄’，
是俺们最新研发的，新能源、北斗卫星导
航、远程操控都是它的‘法宝’。”

陈海华告诉记者，苜蓿以“牧草之
王”著称，在这里一年能收四茬。面前
的 1500 亩地，靠“大家伙”们不用 2 天
就能收割完。

从人拉牛耕到机械上阵，从全靠经
验到利用数据，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
据统计，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
过 6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过 70%，越来越多“泥腿子”挑上了

“金扁担”。

“让更多特色大豆产品
走上老百姓餐桌”

在黄三角农高区，记者时常听到这
样的话：“国产耐盐碱植物优良品种多起
来喽！”“种地更带劲了！”

“总书记强调要转变育种观念，由治
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
应盐碱地转变。”罗守玉翻开随身揣着的
小本子，那上面字里行间都透着干劲
儿：已建育种等7个平台，再建5个试验
平台，新建7个种质资源圃，引进一批育
种人才……

“嘀、嘀、嘀——”在农高区育种平
台，蓝色控制柜发出警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程师林
双三步并两步赶去查看。

“液位低于13厘米，要加营养液了。”林双轻点了几
下屏幕，抬头望向培养间，不到 1分钟，营养液“咕噜
咕噜”从栽培架下冒了出来。

“藜麦、大豆、甜高粱、苜蓿、黑麦草，都是耐盐
碱植物新品种。”林双指向一排排栽培架，“俺们把作物
种植在营养液栽培槽，精准供给养分，可以大幅缩短作
物生育周期，实现‘快速育种’。”

从育种平台出来，记者碰上脚步匆匆的赵波。他是
东营盐地藜麦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成天泡在温室
平台。记者跟他进了温室大棚，嚯！赤橙黄绿青蓝紫，
一片色彩斑斓。 （下转第二版）

北京冬奥会既是一场全球体育盛会，也是
一次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从1月25日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到2
月4日晚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5日中午举行
欢迎宴会，再到2月4日至6日连续3天19场双
边会谈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密集的外事
日程表上，既有新伙伴，也有老朋友。在新春
佳节之时，中外宾朋相聚北京，执手赴约，谈
笑晏晏，为中国主场外交奏响了一曲明快欢畅
的“春节序曲”。

北京的冬奥之约、中国的新春之会，高朋
满座，举世瞩目。从冰雪竞技犹酣的奥运比赛
现场，到运筹帷幄的大国外交舞台，中国向世
界尽显宾至如归的亲和力、务实合作的行动力
和团结进步的号召力。

宾至如归，展现中国充满人情味的待客之
道。为了让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在华度过一段美好时光，中国在细节上做足了
功夫。2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的
欢迎宴会上，每一位国际贵宾都戴着由中方特
别定制的口罩，上面印着各自国家的国旗或国
际组织的旗帜。小小的口罩，饱含礼仪之邦极
大的尊重。不仅如此，为了让国际贵宾沉浸式
体验中国年味，人民大会堂以一场精华版的新

春“庙会”欢迎八方来客。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廊道”，年画、春联、剪纸、风筝、面塑等中
国传统技艺逐一亮相。为福字加上最后一点、
为剪纸完成最后一剪、为脸谱画成最后一笔，
伴随着民乐合奏的背景音乐，国际贵宾们在

“庙会”中逛得不亦乐乎。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
世亲王要为双胞胎孩子带回亲手参与制作的一
对“冰墩墩”面塑的故事，已成佳话。

务实合作，彰显中国力促互利共赢的真诚
意愿。国际政要克服疫情影响远道而来，既是
应“冬奥之约”，也是为合作大计。从抗疫合作
到疫后经济复苏，习近平主席和每一位国际政
要会谈的内容都很具体且有针对性。其中，疫
苗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绿色发展
成为双边会见的高频词。以诚待人者，人亦诚
而应。会见现场，合作文件、联合声明、合作
规划陆续发布，许多酝酿已久的标志性大项目
达成共识或得到推进。冬奥中国年，中国的主
场外交舞台成为中外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团结进步，诠释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大国担当。从2008年的“同一个世界、同一
个梦想”到 2022 年的“一起向未来”，中国积
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坚持不懈弘扬奥林匹克
精神，是奥林匹克理想的坚定追求者、行动

派。在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习近平主席集中
阐释奥林匹克运动的初心、精神和宗旨的时代
意义，分别聚焦于“和平”“团结”“进步”。在
会见巴赫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
主席更是两次以“舟”作喻：“世界各国与其在
190多条小船上，不如同在一条大船上，共同拥
有更美好未来”，“共同坐上新时代的‘诺亚方
舟’，人类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古特雷斯
说，当前，世界需要一届成功的冬奥会，向世
人发出明确信息，即任何国家、民族、宗教的
人民都可以超越分歧，实现团结与合作。

微火成炬，聚沙成塔。在克服重重困难和
阻力的冬奥大聚会上，中国向世界传递的善意
绵长、诚意深厚。回想冬奥会开幕式上，奥运
五环之下，镌刻着所有代表团名字的“小雪
花”共同构成闪耀的“大雪花”，这或许正是中
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形象写照。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新春中国主场外交赢得世界尊重
■ 贾平凡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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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亿亩耕地红线
要守住，5亿亩盐碱地也
要充分开发利用。如果
耐盐碱作物发展起来，
对保障中国粮仓、中国
饭碗将起到重要作用。

——习近平

春节过后，四川宜宾临港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加快建设进度。大桥全长1742.1米，主桥长1073米，桥面宽63.9
米，主跨522米，是时速350公里自宜高铁的控制性工程。 严易程摄 （人民视觉）

作为上海早期的工人新
村，彭浦新村在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建设了一大批工人宿
舍，当年只有劳模、先进才
能住得上。贺月仙老两口就
住在这里。

说起贺月仙，那可是名
人。1959 年，彭浦新村成
立第一个居民委员会，贺月
仙就是居委会首任“小巷总
理”。当年接受周总理接见
时，她曾毫不犹豫地表示：

“总理，我要当一辈子的居
委会干部！”

可当年令人艳羡的公
房，经岁月流转，变成了居
住环境逼仄的“老破小”。
2020 年，彭浦新村启动旧
房 改 造 工 作 ， 彭 一 小 区
2000多户居民，得在4年外
出过渡后，才能搬进新房。

原本是件好事，两位老
人却有了顾虑。贺月仙已经
89 岁，老伴儿干永年也已
92 岁高龄。4 年等待时间，
对他们来说全是未知数。远的不
说，旁边小区自 2018 年 8 月改造签
约以来，已有33位老人离世。

“彭一小区也有很多高龄居民，
我们怕老人们等不及。”彭浦街道干
部们考虑，“无论如何都要先圆这些
老人们的新居梦。”

正巧，在前两年已完成
旧改的彭三小区四期里，居
民回迁后，空出了少量带电
梯的新房，街道工作人员商
议后决定，先拿这些空房安
置对彭浦有过突出贡献的老
人们。

去年 10月，街道办为贺
月仙老两口找到了相匹配的
新房。两个月后，儿女们刚将
房子装修完，贺月仙老两口
就着急搬进去：“想在新房里
过虎年春节”。

街道党工委又在党建联
建的单位里，找到一家专门
从事除甲醛的企业，免费为
贺月仙的新房除味，确定检
测达标后，才放心让他们住
进去。

彭浦街道还为彭一小区
里20余户老党员、老先进以
及百岁老人、孤老、大病患者
等困难群众找到了匹配的现
房房源，解了他们的燃眉之
急，在新房里过了新春。

新华社北京2月 11日电 （记者
安蓓） 记者 11 日了解到，为助力高
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 8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
动 力促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通

知》，力争2022年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200万个高质量就业机会。

通知指出，2022 届全国高校毕
业生预计 1076 万人，他们是城镇新
成长劳动力的主力军。2022 年组织
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要聚焦

高校毕业生群体，突出创业带动就业
主线，组织 212 个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分别开展社会服务领域双创带动
就业、高 校 毕 业 生 创 业 就 业 校 企
行、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精益创
业带动就业等 4 个专项行动，加强
政策扶持和宣传推广，为创业就业
发挥示范效应，为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造更多机会。

8部门联合开展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