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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注定意义非凡。
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两个一百

年”在这里交汇；“十四五”规划开始实
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踏
上新征程。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引领中国
经济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在向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的伟大进军中，迈出
稳健而坚实的步伐。

（一）“第一步要迈准迈稳，迈出新
气象，迈出新成效”

2021 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的两堂“课”，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1 月 11 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总书记为 190 余名来自各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军队各
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的学员
上了“开年第一课”。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好步。”
这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为“十四五”开局进一步统一了思
想，指明了方向。

半个多月后，1 月 28 日，中南海。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 2021 年
首次集体学习，焦点仍然对准如何“开
好局、起好步”。

“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迈
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第一步，至
关重要。第一步要迈准迈稳，迈出新
气象，迈出新成效。”

关键时期，关键一步。
迈得“准”——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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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
量上。

从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到
要 求“顺 应 人 民 对 高 品 质 生 活 的 期
待”，再到为“科技自立自强”加上“高
水平”这一重要定语，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邃的思考中把准发展方向。

2021 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开局之年。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
历史性转移。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
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
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习近平总
书记如是强调。

考察调研产业振兴，叮嘱“加强良
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
粮食安全”，部署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
点帮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以重点
突破、带动全局的科学思维方法，经略
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东南形胜，之江大地一派繁华。
一幅幅新时代创新发展、富民惠民的
图画分外动人。

两个多月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
先行先试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探路
的使命。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
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必须摆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
功”，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迈得“稳”——

坚持“稳中求进”。无论是在一系
列中央重要会议上明确发展基调，还
是在考察调研中对做好地方工作提出
要求，无论是审议一系列重要文件时
突出强调，还是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代
表团审议时殷切嘱托，习近平总书记
这一重要指示一以贯之。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落实“六稳”“六
保”政策，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通过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条件下，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
作蹄疾步稳。

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
凝神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打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
堵点，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努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
民当家作主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抓好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法治社
会建设实施纲要及新一轮法治政府建
设实施纲要实施，以法治护航高质量
发展；

（下转第三版）

乘风破浪开新局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十四五”稳健开局纪实

○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通讯员 潘仕创）8 月 11 日至 12 日，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王世杰率队到从江县调研侗乡大健康产
业相关工作。州委副书记安九熊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从江县人民医院、侗乡产业
示范区盛世泰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侗乡生态康养园、
民族文化速览园和北科生命科学中心，全面了解侗乡
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情况。调研期间，王世杰组织召开
座谈会，听取黔东南州、从江县对侗乡大健康产业发展
的工作情况汇报，对下一步示范区产业发展、设施建设
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王世杰指出，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侗乡大健康产
业示范区建设，先后印发《关于支持贵州侗乡大健康产
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意见》《贵州侗乡大健康产业示范
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将示范区打造成为沿海入黔第
一站、第一城、第一区和全省重要经济增长极。随着贵
广高铁和厦蓉、黎洛高速建成通车，示范区区位优势日
益凸显，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入黔的“桥头堡”。

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对侗乡大
健康产业示范区的决策部署和准确定位，抓好工作落
地落细。要建立完善省级统筹协调机制，在示范区高
质量发展上有新突破，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
振兴上有新作为，在推动民族地区团结进步繁荣发展
上有新贡献。要充分利用省级示范区平台，在积极争
取省级“四化”产业基金的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的规划投入，主动探索金融保险、招商引资、资产重组
和股权股份等融资模式，盘活示范区现有资源资产，多
渠道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充分发挥好示
范区以及道地中药材、旅游风光、民族文化等优势资
源，从健康医药、健康养老、健康运动、健康管理、健康
旅游、健康食药六大板块，认真研究示范区发展路径，
谋划推动示范区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人
民群众或外来游客的体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
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定位，积极支持示范区建立
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省级试点和县中医院建设，切
实解决好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看病远问题。

省、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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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康莉 王心）8 月 13
日，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汤越强到凯里市
大风洞镇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并调研乡村振兴等工作。

汤越强来到杉树林村水晶葡萄种
植基地，与村干部、村民一起分析当前
葡萄产业发展遇到的瓶颈问题，鼓励
大家要增强信心，积极改良品种，选准
主导产业，与种植养殖业相结合，切实
增加经济效益。在都力村，汤越强实
地察看了烤烟种植基地，并听取了该
村发展桶装矿泉水、乡村旅游产业的
工作进展，充分肯定了都力村积极挖
掘本村优势资源，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加快做好巩固拓展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工
作。来到都蓬村后山、“平良贡米”优
质稻基地，汤越强强调要深入实施农
业“特”“优”战略，打造全产业链，不

断做大集体经济“蛋糕”，让乡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随后，汤越强在都蓬村村委会召开
宣讲会，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面对面
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他说，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
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的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
大意义，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
时代价值，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在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的征程中，我们要坚定不移

把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永葆共产党
人的先进性，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
继续拼搏奋斗，在应对风雨和挑战中稳
步成长，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
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汤越强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三
农”工作的重心，已由脱贫攻坚转向乡
村振兴。这次实地调研，就是与大家共
同研究探讨推动乡村振兴之策。大家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着力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要加快乡村产业发展，坚持科技赋
能，突出品种引领、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不断提高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的美丽乡村，让农民都跟上全面
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增强农民幸福感和
获得感，切实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汤越强到凯里市大风洞镇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时强调

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为将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落实
到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中，州农业农
村局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与解决“三农”工
作重难点问题相结合，聚焦主责主
业，以开展“学党史悟思想‘三找三
定’开创工作新局面”为抓手，精准发
力补短板强弱项，以更高的政治站位
更加务实的举措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注入强劲动能。目前，州农业农
村局拟办实事40件，已完成21件。

紧盯农业短板夯实发展基础。
聚焦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产业规模
化标准化不高、龙头企业带动力弱
等短板，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产业
三年倍增计划为抓手，从高标准农
田建设、省级农业农村基金项目申
报、招商引资、重大项目跟踪服务、
龙头企业培育等方面着手，突出重
点工作为民办实事，全力补齐发展
短板，扎实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积极争取高标准农田
项目建设任务 30 万亩，中央下达补
助资金2.48亿元，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建设面积 10.57 万亩；争取 2021 年农
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 69
个，建设规模4.1万立方米，补助资金
2291.7 万元；积极组织县市申报省级
第一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基金项
目42个，拟申请基金17.4947亿元；切
实做好 11 个省级生猪重点项目和光
明集团 100 万头生猪一体化项目建
设跟踪服务工作，加快产能释放，巩

固生猪恢复成果，稳定“菜篮子”供
应；全州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44.22亿元；州级以上龙头企业达524
家、合作社达 9116 家、家庭农场达
1740个，带动农民直接参与产业发展
达142.86万人次。

紧盯农村弱项优化人居环境。
针对农村环境脏、乱、差的现象，州
农业农村局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紧扣群众烦心事揪心事
办实事，推进“美丽家园”建设，大力
改善人居环境，打造清洁宜居乡村，
切实让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

今年以来，全州新建改造农村户
用卫生厕所 9834 户；189 个乡镇已建
成 174 座生活垃圾转运站，配置农村
垃圾转运车140辆、清运车988辆，收
集点 13266 个，2764 个行政村纳入收
运处置体系；累计开展了 13470 个村
的村庄清洁行动，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65437.7吨，清理村内臭水塘6660口，
清理村内沟渠 7217.01 公里，清理乱
搭乱建及残垣断壁 4325 处，农村生
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着力解决农民难题促进增收致
富。围绕农民素质不高、就业难、增
收难等问题，州农业农村局精准落
实惠民政策，从加强高素质农民培
育、农业保险、惠农补贴、推广“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引进新
品新技术试验示范、加快土地流转
等方面着力，积极出思路、想办法、
抓推进、勤督查，切实推动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落地见效，努力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
今年以来，全州开展农民培训

75939人次，其中高素质农民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10755 人。引导农
户参加农业保险16.659万户，参保资
金 11152.43 万元。发放各类惠农补
贴 1273.868 万元。每年全州引进推
广新品种 50 个以上，积极引进水稻
钵盘育秧技术，创新研制脱毒马铃薯
黑膜覆盖打孔栽培技术，开展水稻拌
种减药增效技术试验示范、实施贵州
省水稻品种展示评价项目暨“看禾选
种”活动，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同时，
认真开展全州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
发利用相关工作。指导农民开展家
庭承包耕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 57.53
万亩。进一步优化利益联结，大力推
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引导农民通过合作社、企业直接参与
产业发展，实现增收。

下一步，州农业农村局将紧紧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始终把党
史学习教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
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
题结合起来，加快农业现代化，推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取得较好成效。

（记者 余天英 整理）

州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新菊：

学史力行勇担当 真心为民办实事

8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
籍青年代表回信，对他们积极到中国各地走访、深化对华
了解表示赞赏，鼓励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在外籍青年、国际交流各领域人士
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认为，回信承载着习近平主席对中
外青年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殷切希望，让大家受到很大
鼓舞。

读懂中国，做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桥梁
习近平主席在回信中指出，“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

慧和汗水，在中华大地上建设富饶美丽的家园，创造多姿
多彩的文化，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

手摇中国公益项目创始人、美国青年谭嘉煦说，中国
的发展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走自己的路。读了习近平主席
的回信后，自己对这一点感触更深了。

“通过走访陕西等地，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中国的独特
魅力，既了解到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史，又了解了波澜壮
阔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更清楚认识到中国人民是用自己的
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今天的幸福生活。”北京外国语大学索
马里籍教师伊斯曼表示。 （下转第三版）

互学互鉴 共同成长
—— 外籍青年、国际交流各领域人士表示愿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 新华社记者 孙楠 成欣 余俊杰

在锦屏县平秋镇魁胆村大山上的绿
色杉林中，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身材瘦小
的老人步履蹒跚地巡山。他叫王必作，
今年 67 岁，是一位有着 45 年党龄的老
党员。15 岁时，他便开始跟随大人上山
造林护林，迄今已有 50 余载。

“守护山林，就像守护自己的孩子。”
如今，王必作虽然已不担任村里的护林
员，但他依然割舍不下心中对大山的那
份牵挂，经常义务上坡巡山护林。

锦屏县是闻名全国的“杉乡”。如
果把锦屏比喻为绿色的杉海，魁胆村则
是镶嵌在杉海中的一颗明珠。该村林
地面积 14000 亩，漫山遍野是杉，举目四
望杉林苍苍。

1964 年，魁胆村创办了贵州省第一
个大队集体林场。由于成绩突出，魁胆
村被省里树立为林业生产红旗单位。
1965 年，魁胆村成立了锦屏县第一家村
级林业学校，至 1968 年，魁胆林校林木
抚育面积达 2766 亩。在群众性植树造
林活动中，魁胆村涌现出十位造林能
手，被誉为“十大杉木王”。其中，“杉木
王”之首的魁胆林场场长王佑求，1979
年 12 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

在青山环绕的一座小山垴上，耸
立着杉乡人民为纪念造林模范王佑求
修建的“杉王亭”，青石碑上镌刻着一
副对联：杉王丰功垂青史，劳模典范励
后人。碑前，两棵郁郁葱葱的雪松直
冲云霄。

8 月 13 日，记者在这里见到了王必

作老人。
“当年栽种这两棵雪松的时候，坑

还是我挖的。”作为造林模范王佑求的
追随者和见证者，王必作对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记忆犹新，“当时，王佑求场长
带领我们植树造林，吃住都在山上，吃
的是洋芋、红薯，住的是用茅草和杉树
皮搭成的棚子。”

接过王佑求的接力棒，王必作先后
担任过魁胆村副支书、村支书、林场场
长、护林员等。从 1992 年开始，王必作
组织和带领全村村民，陆续创办了 6 个
联户林场和 10 多个小型林场。到 1995
年，全村造林总面积 4000 多亩，在全县
率先实现灭荒目标。

提起王必作，锦屏县林业局原办公
室主任、从事了 20 多年林业工作的王锦
河由衷赞叹：“数十年如一日，他对植树
造林护林的那份执着，实在令人钦佩！”

植树造林时，王必作每天上山劳作
９个小时，锄头挖坏了几十把；守护青
山时，王必作每天巡山步行６小时 10 余
公里，鞋子磨坏了无数双。黝黑的皮
肤，瘦削的身板，是时光刻在王必作身
上的烙印。

“盗伐者除没收木材外，按材积计
算处以盗伐木材当时价值的二至五倍
罚款……”几十年来，以前以口头约定
俗成的规矩，如今以白纸黑字的形式，
写在了村规民约里。

多年的耳濡目染，多年的传承引
导，村民们已养成了爱林护林的自觉。
50 余年来，魁胆林场没有发生过森林火

灾，没有发生过偷盗林木事件。魁胆村
的崇山峻岭，一直保持着青山滴翠，绿
水长流。

因造林成绩突出，魁胆村在 1992 年
至 1994 年连续三年被锦屏县委、县政府
评为绿化先进单位，1995 年被全国绿化
委员会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
王必作也多次被锦屏县委、县政府表彰
为林业先进工作者。

在魁胆村村委会，村委会主任王宗
演给记者展示了一份泛黄的协议书。
在这份《魁胆村 1990 至 1995 年造林分成
协议》上，林场、执土地证的组户、村集
体的收益分成简洁清晰。林场占 65%，
执土地证的组户占 30%，村集体占 5%。

“林木就是我们的绿色银行。多年
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孩子上学，靠的都
是林场的收入。”魁胆人如是说。

2019 年，村里成立了魁胆富民种植
养殖合作社，发展钩藤种植、林下养鸡
等产业，加上国家发放的公益林补贴，
切切实实地让村民享受到了生态红利，
带动了 98 户贫困户脱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魁胆村正
逐步转变过去“靠山吃山”的传统发展
模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
济优势。

“别看山上这些杉树短时间鲜见效
益，它却是一个绿色的存折，让子孙后
代永久受益。老林农的造林护林精神，
我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望着满目
青山，白发苍苍的王必作犹如一匹伏枥
的老骥，依然志在千里。

侗族老党员王必作 ——

守护山林50载 换得青山碧水流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龙晓慧 黄思铭 杨峰

近年来，天柱县以坝区为突破口，因地制宜调优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
式，引导农民发展茄子、辣椒等蔬菜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图为 8 月 12 日，在天柱县蓝田镇鸿发村茄子分拣车间，村民忙于分拣、包装茄子，供应市场。
（通讯员 金睿轩 龙本英 王岩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