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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世界更多儿童在保护关爱中成长
■ 贾平凡

2022年6月1日 星期三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
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关
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谋划少年儿童
工作发展进步，激励新时代少年儿童
奋发有为、向阳成长。

“努力成长为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
未来。

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
入队仪式时，回想起自己当年入队时
的情景。

总书记说：“记得入队时心怦怦
跳，很激动。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
觉？”孩子们回答：“有。”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是一种荣
誉。”总书记说，“我在你们脸上看
到了希望，祖国和民族的希望。正
像誓言说的那样，要时刻准备着，
将来接班。”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引导广大
少年儿童树立远大理想，准备着为实
现中国梦的美好未来接力奋斗。

寄语“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
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强调“你
们这一代应该说是民族自豪感荣誉感
最强的”；嘱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
来要在你们手中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嘱托、悉心
的教导，指引新时代少年儿童“努力
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每到“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
们总会收到来自“大朋友”习近平
总书记的关心和祝福。

2013年5月29日，党的十八大后
第一个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北京市少年宫，同全国 56 个民
族、革命老区、灾区、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少年儿童和农民工子女、首都城
乡少年儿童代表共度节日。

活动现场，一棵心愿树上挂满了
孩子们的心愿卡，来自革命老区的少
年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等向总书记诉
说着心愿。总书记频频点头说，我此
刻的心愿就是你们都心想事成。

嫩绿的树芽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
开枝散叶，祖国的花朵在总书记的关
心关怀下茁壮成长。

2014年 1月，总书记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儿童
福利院看望孤残儿童，谆谆嘱托，“全社会都要有仁
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2014 年 4 月，在新疆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
学，总书记关心孩子们的双语教育，“少数民族孩子
双语教育要抓好，学好汉语将来找工作会方便些，更
重要的是能为促进民族团结多作贡献”。

2019年 5月，给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学
生们回信，总书记殷切寄语，“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
传统，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健康成长，长大后为建
设澳门、振兴中华多作贡献”……

从传承红色基因到加强思想引领，从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到促进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以细致
入微的关怀，引导少年儿童在人生旅途上选对路、
起好步。

“四五岁时妈妈买了小人书，给我讲‘精忠报
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刺字不疼啊？’妈妈
说，虽然疼，但岳飞会始终铭记在心。我记到现在。
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既有言传，又有身教。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里，
寄托着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

2022 年 3 月 30 日，春意正浓。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北京市大兴区植树点参加一年一度首都义务植树
活动。

总书记同少年儿童一起扶苗培土、拎桶浇水，并
同他们谈心。

“还记得过年时，我父亲给我女儿包了一个红
包，打开一看，是牙签。原来这是老人家平时收集起
来的家里剩下的牙签，他对孙女说‘这些都是珍贵的
木材，我帮你们存了起来’。第二年，又包了一个红
包，打开一看，是纸巾，也是攒的没用完的纸巾。”

“这些看起来很老土，实则很先进。勿以善小而
不为，从一点一滴做起。”

总书记娓娓道来，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2021年全国两会政协联组会现场，一场关于教育

的交流讨论气氛热烈。
从事小学教育多年的王欢委员向总书记直言：“校

外培训广告满天飞，‘制造焦虑、贩卖焦虑’”……
习近平总书记凝神静听。听完后，他深有感触地

说：“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
于注重分数。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
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那是不合
格的。”

从教育理念上正本清源，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义务
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初心。

“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一个隐忧。”“小眼
镜”越来越多，牵动着总书记的心。

2020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陕西省平利
县老县镇中心小学五年级一班。他欣慰地说：“现在
这些孩子们的风貌，都是非常好的。而且眼镜不多
啊，这个很重要。”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社会都要行
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
明的未来”。

乡村孩子的“营养餐”，总书记记挂在心。
2019年 4月，沿着蜿蜒的山路，习近平总书记辗

转 3个多小时来到重庆大山深处的中益乡小学，仔细

察看师生食堂的餐厅、后厨，了解
贫困学生餐费补贴和食品安全卫生
情况。

看到午餐四菜一汤、营养均衡，
总书记感慨：我想起咱们开始扶贫的
时候，推行每个孩子保证每天一杯牛
奶、一个鸡蛋。现在每顿标准涨到了
6块钱，比当初丰富多了。

“ 小 眼 镜 ”“ 营 养 餐 ”“ 小 胖
墩”……一件件关乎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的“小事”，都是总书记放在心头
要解决的大事。

13 岁的普布次仁一直忘不了和
习爷爷的那次会面。

2021年7月，在西藏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的嘎
拉村，走进普布次仁家了解家里生产
生活情况。

“你的 7号球衣是什么队的？”在
普布次仁的卧室，习近平总书记注意
到他的球衣。

“你将来有什么志愿？”总书记问。
“要当一名短跑运动员。”普布次

仁答。
“有志气！”温暖有力的话语，鼓

舞着少年追梦奔跑的力量。
“让孩子们跑起来”“个子长得高

高的，身体长得壮壮的”“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都是经过多
年总结摸索才得出来的”……

在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深 情 关 怀
下，逐步健全的制度、不断完善的
政策，为少年儿童创造越来越好的成
长成才环境，推动少年儿童实现全面
发展。

“美丽的中国梦属于
你们”

罗霄山脉，百丈岭下，湖南省郴
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小小“讲解
员”朱锐利用课余时间给大家分享

“丰碑”“半条被子”等红色故事。
时间倒回一年多前。2020年 9月

16 日，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当时四
年级的朱锐和同学们正在班主任指导
下，重温红军长征的故事。

“丰碑是什么故事？”总书记问。
朱锐站起来讲了长征中军需处长把
棉衣让给战友、自己却牺牲于严寒
的故事。

“讲得好！讲得好！”总书记连连
夸道。“红色基因在你们身上得到了

体现。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朱锐和同学们红心向党，当

起了红色故事的传播者。
不忘总书记的叮咛，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

深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加入“小红星合
唱团”，传扬红色精神；

得到总书记的鼓励，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
队员“听党话、跟党走”，深入家庭、社区、乡村，
传播革命故事；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继
续践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积极参与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建设家乡；

…………
增信而后笃行，红色基因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

生根发芽。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初二年级学生官子钊已经练习

近 9 年冰球，他至今还记得 5 年前和习近平总书记
“撞肩”的一幕。

2017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五棵松体育
中心，以冰球运动员特有的问候方式，同官子钊“撞
肩”互动，笑着说，小伙子块头要再长大一点。

“习爷爷在现场讲的给他弟弟礼让冰鞋的故事让
我明白，做事要有合作精神，要有大格局。我会好好
练习冰球，一直坚持下去，跟小伙伴们一起创造更多
佳绩。”官子钊说。

一言一语，情深意重。
2012 年在阜平同总书记坐在一方炕上的唐孝亿，

已是城厢中学的初中生，他想快快长大、学得更多，
在扶贫先扶智的理念指引下，在物质上脱贫，更在精
神上走向富裕；

2014年同总书记的会面，给聋哑女孩王雅妮无穷
动力，她走上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讲台，开始帮
助更多残疾孩子改变命运；

2017年在香港为总书记演唱粤剧后，利文喆一直
把习爷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传承下去”的鼓励放
在心上，更加热爱粤剧表演，更加投入地练唱、练基
本功；

…………
2016年12月，北京市八一学校孩子们研发的科普

小卫星发射升空、准确入轨，发回信标信号。发射之
前，他们按照约定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报告小卫星
即将发射的消息。

总书记回信叮嘱他们：“保持对知识的渴望，保
持对探索的兴趣，培育科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
实践”。

“我们的眼界不仅局限在课堂之中，而是扩展到
了世界、飞向了浩瀚的星际。”被小卫星吸引而加入
研制团队的张馨心分享探索宇宙的心路历程，“就像
总书记说的‘发挥启明星一样的作用’，我们会不断
用努力证明，我们是新时代的希望。”

少年有志，国家有望。
2014年5月3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的书

法课堂，书法老师请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梦”点上
最后一笔。总书记对孩子们说，中国梦要靠你们来实
现。“两个一百年”要靠你们接力奋斗，还是你们来
点这一笔吧。

“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真挚期待，也是
中华民族可以预见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 5月 31 日电 记者黄玥、高蕾、
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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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是国际儿童节。在这个
寄望美好的节日，世界不应忘记儿童
节设立的初衷——悼念 1942 年 6 月
10 日的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
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
儿童，呼吁保障儿童权利。

放眼当今世界，儿童权利保障状
况仍然严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日
发布报告指出，世界范围内，至少有
4500万名5岁以下儿童受到严重消瘦
影响，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儿童因
严重消瘦而死亡；受政治不稳定和冲
突影响，2022 年全球将有 1.777 亿儿
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很多国家和
地区的儿童依然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和发展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权利保障缺
位不只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
以“山巅之城”自居的美国，此起彼
伏的枪击事件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带
走许多无辜孩童的生命；抗疫失败的
人间惨剧暴露了社会治理之殇，20
多万儿童成为“新冠孤儿”；种族歧
视的沉疴顽疾加剧社会撕裂，也侵蚀
了少数族裔儿童的各项正当权益；通
货膨胀的经济困境让很多家庭陷入困

顿，也恶化了贫困家庭儿童的生存状
况……一幕幕儿童的悲剧，成为美国
人权状况的真实写照。

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对于儿童的关注和爱护，不仅
显示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决定
着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历来
高度重视儿童权益保障，悉心呵护儿
童健康成长。近年来中国对少年儿童
生活的各种保障措施越来越多，儿童
生活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儿童权益
得到更多保障。

从健康状况看，过去十年，中国
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2021 年中
国 孕 产 妇 死 亡 率 已 下 降 到 16.1/10
万，婴儿死亡率下降至5.0‰，5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 7.1‰，妇幼健
康核心指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远
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全球中
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被世界
卫生组织评定为“全球十个妇幼健康
高绩效国家之一”。

从教育方面看，全国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由2011年的62.3%提高到2021
年的 88.1%，增长了 25.8 个百分点，
学前教育实现了基本普及。同时，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5.4%，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为 91.4%。儿童发展和儿
童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

从蓝图规划看，2021 年，《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年）》 发
布，围绕健康、安全、教育、福利、
家庭、环境、法律保护 7 个领域，为儿
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擘画蓝图……
从制度到行动，中国全社会正在形
成合力，呵护儿童成长，守护儿童
权益，推动儿童事业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

童年是短暂的，童年又是影响深
远的。心理学家曾说，幸运的人一生
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
治愈童年。愿世界更多儿童远离伤害
和苦难，愿世界更多儿童在保护关爱
中茁壮成长。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当好稳住大国粮仓“压舱石”
本报记者 方 圆 刘梦丹

素有“北大仓”之称的黑龙江
省，粮食产量已连续12年居全国首
位。持续打造中华大粮仓，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重任在肩。

2018年9月25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到黑龙江省考察，在建三江
七星农场，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
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总书记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
长地说道：“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见到的七
星农场水稻种植户张景会说：“过去
只知道种地，这几年越来越了解粮
食安全的重要性。随着种植技术提
升，我家 350 亩地亩产提高了 100
来斤，收入也高了。”

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考
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
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
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要把
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
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牢记总书记嘱托，黑龙江省加
力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

业、品牌农业建设，推进规模化、数
字化、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坚决当好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黑土地正在“绿”起来、“肥”起
来、“厚”起来。从减化肥、减农药、减
除草剂，到探索秸秆翻埋还田、秸
秆粉碎还田、秸秆覆盖免耕；从加
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到颁布黑土
地保护利用条例……黑龙江省多
措并举加强保护，目前全省耕地
质量等级高出东北黑土区 0.13个等
级，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位居
全国第一。

“2018 年以来，我们开展了 20
余项农业创新示范推广项目，累计
产粮 517.7 亿斤，相当于给每个中
国人提供了 37 斤粮。”北大荒集团
建三江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于家傲说。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
己手里”。产粮大省也是用种大
省。突出种业自主创新，推广优良
品种应用，黑龙江省发力为打赢种
业翻身仗展现担当作为。

“去年试种‘龙垦2021’，品质
优、产量高，亩产1200斤以上，今
年 450 亩地全种上了这个新品种！”
七星农场种植户唐金宝说，“龙垦
2021”出自北大荒垦丰种业公司水
稻研究院。

该院院长徐希德介绍，“龙垦
2021”等优质香稻新品种填补了黑
龙江省第二积温带早熟、长粒、优
质水稻品种的空白。目前，垦丰种
业构建起流水线、程序化运行的商
业化育种体系，形成了年参试品种
近 400 个、年审定自主知识产权品
种近30个的育种研发能力。

截至2021年底，黑龙江省主要
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
选育品种播种面积占比接近 90%，
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45%。

智能育种、卫星导航、农情监
测……广袤的黑土地上，智能农业
技术正在拓展应用，黑龙江省已基
本实现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2021
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夺得“十八
连丰”。今年，将确保全省粮食总产
稳定在1500亿斤以上。

（上接第一版）
2018 年 9 月 25 日下午，金风送爽，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强调中国人的饭
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总书记双手捧起
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道：“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黑龙江干部群众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和殷切期望，坚持把发展现
代农业作为振兴发展的重要内容，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
排头兵，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好苗得有良田配，脚下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就是咱
种地人的命根子！”站在田埂旁，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
局七星农场种植户张景会目光所及，一排排整齐嫩绿的
水稻秧苗，呈现出无限生机。

每每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七星农场考察时的场
景，张景会都倍感温暖与振奋。“看到总书记来了，俺连忙
跑过去，地里又湿又滑，总书记怕俺们摔着，让慢些跑，别
着急。”张景会笑着说，“俺向总书记报告，自家大米有了品
牌，销路挺不错。总书记点了点头，说挺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要加快绿色农业发展，
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确保黑土地不减少、不退化。

殷殷嘱托化成丰收动力。秸秆还田、农田改造、江
水灌溉……随着一系列黑土保护技术的应用，张景会经
营的350亩稻田全部获得绿色认证。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黑龙江多措并
举保护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十三五’时
期，全省累计落实黑土地保护示范区面积 1000万亩，土
壤有机质平均含量比 2015年提高 3.6%，耕地质量平均提
高 0.54 个等级。”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兆宪介绍，
截至 2021 年底，全省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已达
8816.8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3以上。今年3月，《黑
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正式实施。

在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看到新品种
试验性种植的最新检测结果，化验室技术员们脸上都露
出了笑容：旱平免搅浆技术又取得了新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来园区考察时对我们科研人员说，
‘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这更加坚定了我
们把论文真正写在大地上的决心与信心。”建三江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主任李晓辉表示，近几年园区完成各项科研
课题300余项，未来将继续加大良种技术攻关力度。

粮食生产出路在科技。黑龙江坚持用现代物质装备
武装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农业，让越来越多的乡

亲们挑起“金扁担”。
今年 3 月，《黑龙江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 印发，提出着力打造北大荒国家农业产业数字化先
导区。“我们纵深推进‘数字技术+农业生产’应用模
式，今年力争实现无人农机作业面积20万亩以上。”北大
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说。

目前，黑龙江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粮食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提至69%和98%。

保障粮食安全，亿万农民是主体。2016 年 5 月 24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抚远市玖成水稻种植合作社考察时强
调，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要创新粮食生产
经营模式，优化生产技术措施，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保
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着力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我向总书记讲述了乡亲们从犹豫观望到争相加入合
作社的故事。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是
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要
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把合作社进一步办好。’”回忆当时
场景，玖成水稻种植合作社理事长袁胜海仍难掩激动，

“这几年，合作社着力探索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等，发展势
头良好，入社社员从 2016 年的 38 户 82 人提高到 126 户
349人。”

“以前一家一户种地，又苦又累，挣钱有限。2015年
加入合作社，不仅有土地流转费、务工费，秋收还有分
红，一年能挣10多万元。”玖成水稻种植合作社社员刘延
辉介绍。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黑龙江各地都在发力。“去年全
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发展到15.67万个，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面积达到1.47亿亩，比2016年增加7701万亩。”王
兆宪介绍。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巩固提升粮食综
合产能，2021 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达 1573.5 亿斤，粮
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绿色和有机食品认证面积
均居全国第一。

把振兴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

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扬长避短、扬长克
短、扬长补短，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焦发力，打好发
展组合拳，奋力走出全面振兴新路子。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