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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

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
大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不断提
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

十 四 亿 多 人 的 粮 食 安 全 得 到 有 效 保 障 。习 近 平 同 志
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
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8个专题，共计240段论述，摘自习近平

同志201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23日期间的报告、讲
话、演讲、谈话、贺信、指示、批示等8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
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本报北京 3 月 27 日电 （记者易舒
冉） 记者日前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第
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已于近期结
束，调查表明，目前全国职工总数 4.02 亿
人左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8400 万人，农
民工 2.93 亿人；职工平均年龄 38.3 岁、平
均受教育年限 13.8 年。调查还显示，职工
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主人翁地位持续巩
固，越来越多的职工积极投身“当好主人
翁、建功新时代”“建功‘十四五’、奋进新
征程”等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

调查显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职

工队伍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工人队伍发展
壮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主要是货车司
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
体，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农业户籍人员比
例较高。产业工人平均年龄 38.29岁，农业
户籍占 52.1%，平均受教育年限 13.16 年，
第三产业的产业工人比例在增长，77.6%
的产业工人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

据介绍，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每
5 年一次，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
查以“迈向新征程的中国工人阶级”为
主课题。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张辛
欣、姚一铭） 记者 27 日从工信部获悉，
1 至 2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
行态势平稳向好，软件业务收入14461亿
元，同比增长11%，软件业利润总额实现
1769亿元，同比增长12.2%。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细分领域也呈
现向好表现。软件产品收入3379亿元，同比
增长 9.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9434 亿元，
同比增长11.6%。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

共实现收入1761亿元，同比增长13.3%。
行业发展稳中向好，市场创新进一

步活跃。天眼查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大
数据相关企业 201.5万余家，云计算相关
企业39.3万余家。

随着数字化应用普及，信息安全产
品和服务市场进一步拓展。工信部数据
显示，1至 2月，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
入 301 亿元，同比增长 14.2%，信息安全
收入稳中有升。

据新华社西宁 3月 27日电 （记者吕雪莉、周盛盛）
青海省是黄河、长江及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

“江河源头”之称。在第 36 届“中国水周”之际，记者走访
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了解到，作为“中华水塔”，
青海省多年平均出境水量呈现递增趋势，同时，水源涵
养能力在增强。

据介绍，青海省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为 629.3 亿立方
米。监测数据显示，自有监测记录以来，青海省多年平均
出境水量呈现出递增趋势。1956-2000 年，青海省年均出
境水量为 596 亿立方米；2001-2021 年，年均出境水量为
660.16 亿立方米；而 2005-2021 年年均出境水量为 686.08
亿立方米。

作为源头和上游地区，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水环境的
变化，必将通过河道传输、转移到下游，对整个中华民族
的永续发展影响巨大。这些都凸显了青海作为“中华水
塔”的重要性和所负有的“源头责任”。

据悉，通过一系列水文要素的监测数据反映出，一是
各流域水量的年内分配趋于均匀，二是各流域枯季径流
占全年径流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青海省属于干旱地区，
降水主要集中在 6-9 月，产水主要集中在夏季。过去，河
川径流年内分配极不均匀，现在与过去对比，有趋向均匀
的趋势。

业内人士分析，流域生态系统对降水有一个分配过
程。一部分产生地表径流，汇集到河道，这个速度很快；一部
分通过土壤下渗、排泄，体现出对水量的调节作用；还有一
部分水继续下渗到地下排水层，通过地下水的运动，再排泄
到河道里，这个过程相对会更长。降水多的时候，流域可以
蓄积部分降水；而降水少的时候，这些蓄积的水通过土壤、
地下径流排泄到河道里。

“哈巴里！哈巴里！”
这是斯瓦希里语的“大家好”。2013年3月，

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访非洲第一站，习近平
来到坦桑尼亚，用当地语言向非洲朋友问好。整
个坦桑尼亚像过节一样，当地民众身着鲜艳的
民族服装喜迎贵客，他们载歌载舞，用中文高
喊：“欢迎！”“习主席，您好！”

习近平主席来访，当时刚到坦桑尼亚半年
的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员工王超激动不已。他盯
着电视里访问活动的画面，一个镜头也不错过。
坦桑尼亚人对中国朋友的热情，让他想起了一
场偶遇。

修铁路，一段邂逅

“你是中国人吧？来做项目？”
多年前，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基洛萨

街头，王超被一位当地老人叫住。
“是，来修铁路。”
听到这话，推着自行车的老人停了下来，拉

着王超在路边聊起来：“我和中国人一块修过
TAZARA！”

“TAZARA”，坦赞铁路局（Tanzania Zambia
Railway Authority）的 简 称 ，在 当 地 人 口 中 ，

“TAZARA”专指上世纪 70 年代由中国援建的
坦赞铁路。“中国人是真正来帮助我们的，不像
西方人是来掠夺的。”老人说。

王超所在的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前身是铁
道部援外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坦赞铁路工程。
在手头并不宽裕的年代，中国提供了 9.88 亿元
人民币无息贷款、近100万吨设备材料，出动5.6
万人次、历时5年零8个月，帮助坦桑尼亚、赞比
亚两国人民建成了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

时至今日，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
姆的TAZARA火车站依然挂着当年的老照片，
每个来这里乘车的旅客都能看到中非工人并肩
奋斗、共建铁路的定格镜头。

更令人感佩的是，为修建这条“自由之
路”，60 多位中华儿女长眠于异乡。2013 年，
习近平主席专程到援坦中国专家公墓凭吊，

写下“烈士精神永励后人，中坦友谊世代传
承”的题词。他说，烈士们“用生命诠释了伟大
的国际主义精神，是铸就中坦、中非友谊丰碑
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和坦赞铁路一样，永远铭
记在中国人民和坦赞两国人民心中”。

在非洲，见证变化

2012 年，王超被公司外派到坦桑尼亚。当
地发展跟国内比起来差一大截，加上人生地不
熟，王超想过离开：“大学刚毕业，年轻，心野，
总想去技术难度更高、规模更大的项目上提升
自己。”

但在 2013年习近平主席到访坦桑尼亚后，
王超决定留下。访问中，习近平主席首次全面
阐述“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中国与坦桑尼
亚签署 17 项友好合作协议，领域涉及贸易、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通讯、出口加工区开发
等。这给年轻人带来许多心心念念的机会：中央
线米轨铁路、多多马大学IT实验楼、乌本戈立交
桥、马古富力大桥……

10 年间，王超参与见证了两国多项标志性
工程动工建设，从专业技术岗调到项目管理岗，
在历练中不断成长，现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坦
桑尼亚中央线标轨铁路第五标段项目副经理。
他所在的中央线标轨铁路项目，将坦桑尼亚及
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等周边国家连接起来，
是一条通往印度洋的出海要道，也是东非地区
中部走廊规划网络的重要一环。开通后，以往30
天的卡车运输路程将缩至30个小时。

像王超一样，这些年一拨拨赴坦工作的中
国人在非洲抓住机遇、奉献青春，也感受到这片
古老大地的巨变。

惠民生，成就梦想

在非洲，中国人不光修路架桥，也给当地民
众带来更多实打实的好处。

比如，铁路项目沿线缺水，中方施工队就打
了20多口井，不仅自己用，还专门给沿线村民设

置了取水点，项目附近的村民很感动：“中企专
门开通一条管道，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喝上干
净水，再也不用收集雨水了。”

更重要的是，中央线标准轨距铁路建设为
当地2万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帮他们获得总计
约1.02亿美元报酬。

约瑟夫·马克西米利安今年49岁，是中土东
非公司的老员工，其父就曾参与坦赞铁路修建。
他子承父业，任职于中央线标轨五标项目。约瑟
夫说：“感谢这份工作，我很早就买了车，住上了
大房子，希望我的孩子也能来中企工作。”

2018年，作为优秀员工代表，约瑟夫到中国
领奖，专门去体验了一把京津城际列车：“2027
年中央线标轨铁路全线通车后，我们也将有那
样的高速列车啦！”

现在，许多坦桑尼亚人来到中国、爱上中
国。有人将乞力马扎罗山下的咖啡带给中国消
费者；有人在中国高校、田间地头学习减贫经
验；还有人定居中国，给双胞胎儿子起名“包子”

“饺子”……
去坦桑尼亚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了。从农

田水利到交通设施，各项基建工程常看到中国
建设者的身影；在莫罗戈罗省的乡村，当地农民
在中国专家指导下学会了玉米密植技术，产量
增长数倍，农民们还套种大豆，喝上了自己磨的
豆浆；达累斯萨拉姆的街头巷尾，四处可见中国
元素，当地人也经常约在中餐馆欢聚……

10 年来，从经贸到人文，从政府到民间，从
双边到多边，中坦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人民
的心贴得更近。

如今，王超走在路上，时不时地就会被当地
朋友拉着聊几句。有的说，父辈在某某铁路段项
目干过，让家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有的说，中
国医生曾给自己的家人治好了病；有的说，“农
业专家和我们干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
起”……这样的时刻让王超觉得，非洲人民对中
国人民的情谊发自内心，犹如非洲灿烂的阳光。

“最好的青春留在这儿，我早就成了半个坦
桑尼亚人，”王超笑道，“当地朋友结婚，我也会
随个份子呢。”

坦桑尼亚人都知道“TAZARA”
本报记者 叶 子 康 朴

前两个月

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

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

水文监测显示：

“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在增强

3月27日清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樱花园在朝霞映照下，成片盛开的樱花犹如一幅画卷。 赵广亮摄 （人民视觉）

眼下春意浓浓，各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春耕生产。图为日前，在山东省聊城
市茌平区杜郎口镇辛代张村高标准农田里，农民驾驶农机播种春玉米。

马红坤摄 （人民视觉）

田间春耕忙田间春耕忙

本报深圳 3月 27 日
电 （记者李刚） 日前，中
国 广 核 集 团 通 报 ：随 着
168 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
完成，中国西部地区首台

“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中广核防城港核电站3号
机组正式具备商业运行条
件；随着该机组的投产发
电，中广核在运核电机组
达到 27台，在运装机容量
超过3056万千瓦。

中广核防城港核电项
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
级核电机组，一期工程两
台机组已于 2016 年建成
投产，累计上网清洁能源
电量超 1000亿千瓦时。二
期工程两台机组采用“华
龙一号”技术，单台机组年
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据介绍，“华龙一号”
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三代核电技术，满足
国内核安全法规标准和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
要求。以防城港核电站 3
号机组为参考电站的“华
龙一号”技术，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顺利通过欧洲用户要求符
合性评估，获得了 EUR 认证证书；于
2022 年 2 月 7 日通过英国通用设计

（GDA）审 查 ，获 得 设 计 认 可 确 认
（DAC）和设计可接受性声明（SoDA）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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