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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在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3 日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
题展览”。他强调，80年前，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
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
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
华民族的史册上。红军长征胜利，充分
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现
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
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
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
搏、奋勇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参观展览。

下午 3 时 10 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走进展
厅参观展览。展览以时间为顺序，以重
要战役战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
为主体，精心遴选了“七根火柴”“金色鱼
钩”“半截皮带”等经典长征故事，精心设
计了“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过雪山
草地”等大型主题景观，通过 275 张照
片、252件文物和大量视频、图表、油画、
雕塑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高
举抗日救亡旗帜，粉碎上百万国民党军
队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
成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的光辉历史和英
雄壮举，彰显了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
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

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
牲的英雄气概，揭示了“不忘初心，走好新
的长征路”的时代内涵。

展现红军长征概况的视频资料，红
七军团发布的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
日先遣队》 宣言，充满艺术感染力的油
画《血战湘江》，再现遵义会议场景的主

题景观，反映红军以少胜多光辉典范的
四渡赤水战役要图，讲述红军战士至死
不 忘 对 党 忠 诚 的 雕 塑 《最 后 一 次 党
费》，方志敏在狱中撰写的 《可爱的中
国》 手稿⋯⋯丰富的文献图片、珍贵
的历史文物、逼真的主题景观，吸引
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

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认真听取工作人员
讲解，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
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

习近平在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主题展览时强调

铭记红军丰功伟绩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观展览

9月19日上午9时,71岁的农民乔明
儒进入稻田，表情庄重地割下一缕金黄的
水稻，水稻随后被护送到“神农坛”⋯⋯这
是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村举行的
开镰仪式，同时也是“2016吉林大米高端
论坛暨神农稻开镰仪式”。吉林省水稻开
镰了。

吉林大米好吃，吉林省粮食局长韩
福春为记者分析了原因。吉林地处高纬
度地带，属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性
气候，昼夜温差较大，适宜大米干物质
形成，土壤结构有黑土、火山岩土、弱
碱土，且水源清洁，是世界水稻黄金生
长带。

近两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下决心
整合资源，打造“吉林大米”品牌，在种植

上推广良种、管理、销售等“六统一”模式，
提高有机米和绿色米比例，向社会提供

“好吃营养更安全”的吉林大米。
记者在大荒地村的温泉酒店发现，

东福米业的一款 5 斤装有机稻花香米市
场价竟卖到 500 元，便向乔明儒老人请
教高价的缘由。“咱们到这种米的地里去
看一看就知道了。”在村南，隔离网围起
来的就是这种连续种了 9 年以上的有机
米基地，“这里除了施有机肥，其他什么
肥都不上”。

乔明儒不是一般的农民，是全国劳
动模范，高级农艺师、工程师，大荒地
村水稻种植的技术总监。他说：“因为农
药和化肥残留，我们流转来的土地前三
年种出的水稻只能卖15元1斤，3年至6

年的卖 30 元，6 年至 9 年的卖 50 元，9
年以上的才卖100元1斤。”

回到绿色稻米种植区，记者发现地
里有青蛙，乔明儒说，这是农药化肥适
用量的证明。在有机区，水稻病虫害完
全是以生物防治，比如放置性诱剂，吸
引雄蛾，下面放水盆，盆中放洗衣液，
蛾子掉到水中被粘住不能飞起。由于雄
蛾被消灭，雌蛾产卵也不能繁殖，起到
消灭害虫的作用。种好米，种子是关
键，这些年基本采用吉林省农科院的稻
花香和超级稻511。

“东福米业打的是新米牌，我们的广
告语是‘大荒地只生产新米’，因为新米的
口感好，营养高。”乔明儒告诉记者，“这里
9 月 7 日就开始割稻了，中秋节能吃上新

米，正常水稻生长期是 138 天，我们这是
早熟稻，130天成熟，主要是少施肥，让水
稻少分蘖，快成熟。但这样比正常水稻每
垧地要减产 2000 斤到 3000 斤。新稻储
存到10摄氏度的低温库，现卖现加工，所
以闷出来的米饭满堂飘香。”

乔明儒把记者带到村里现代化的控
制室，展示物联网控制水稻种植系统。“只
要用手机扫一下产品二维码，产品信息马
上‘跳’出来了，从稻苗到加工再到餐桌有
完整的产业链信息。这个中国驰名商标
是过硬的，大荒地靠实力说话。”乔明儒
说，这里不仅应用了现代技术，还由村、屯
聘任管理人员，保证按规程操作。据介
绍，东福米业土地经营规模达5000公顷，
农民收入大大提高。

满 堂 飘 香 吉 林 米
——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村水稻开镰记

本报记者 李己平

改革，一场继往开来的深刻
革命，一条永不停歇的进取之路。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至
2016年9月24日已整整1000个
日夜，新一轮改革大潮正在席卷
神州大地。

迎难而上，破局开路，近三年
时间里，我国各领域改革不断提
速，改革举措出台的数量之多、力
度之大前所未有，改革呈现的新
特点、展现的新态势、取得的新成
果举世瞩目。

新征程：
啃硬骨涉险滩
抓落实勇担当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对利益
关系的触及将越来越深⋯⋯”两年
多前，在中央深改组第一次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出了全面
深化改革将面对的压力和挑战。

问题千头万绪、矛盾错综复
杂，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改革之敏
感、复杂、艰巨程度前所未有⋯⋯

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
勇者胜。

根据中央深改组的统一部
署，从中央到地方，改革全面发
力、多点突破，一些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坚冰正在被打破，全面
深化改革激流勇进。

作为河北省综合改革试点
县，邢台市威县2014年12月成立了全省第一家行政审批
局。以前在威县申报注册企业办理所需的营业执照、公
章、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这“三证一章”需分别向
5个部门提交28项材料，而现在只需向行政审批局的一个
窗口提交12项材料即可，办理时限压缩了三分之二。

当地一家滤清器制造公司负责人杨林海告诉记者，
他在威县行政审批局“一个窗口办理”，24小时之内就拿
到了“三证一章”。

企业审批的效率大大提高，背后是行政权力的简化
下放。

威县的改革实践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
随着大量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和下放，市场主体的活力
和创造力得到极大激发。

2016 年 5 月，昔日地方第一大税——营业税退出历
史舞台，将财税改革推向高潮。

据统计，从 2012 年启动试点 4 年来，营改增已累计
减税6400多亿元，惠及592万户试点纳税人。随着营改
增改革的全面推开，预计今年此项减税将超过 5000 亿
元，是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人们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
感受到了一股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的“猛”劲儿。

司法、财税、户籍制度、央企薪酬、考试招生、农村土
地、公立医院、科技体制、足球⋯⋯一项项议论多年、阻力
较大、牵涉深层次调整的改革，在顶层协调与推动下启
动，以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陆续被砸开。

深改实践向全社会传递出清晰明确的信号：改革没
有禁区，改革就是要“动奶酪”。

敢于动真碰硬，更要务实担当。
这是一份实干铸就的成绩清单。
——2014 年,中央深改组确定的 80 个重点改革任

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完成108个改革任务,共出台
370条改革举措。

——2015 年,各领域改革再提速,中央深改组确定
的 101 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完成
153 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改革成果 415 条。与此
同时,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也在年底的中央军委改革工
作会议上一锤定音⋯⋯

（下转第五版）

破局开路一千天

—
—我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综述

9月23日，“张謇”号停泊在上海芦潮港码头。当日，
经过74天9000多海里的航行，我国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科
考母船“张謇”号圆满完成首航任务，返回上海临港的芦
潮港码头。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张謇”号成功首航归来

湖北郧西：荡气回肠甩贫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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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制药人心中的丰碑
——追记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志全 8 版

9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
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星期六
2016年9月

农历丙申年八月廿四

第12122号 （总12695号） 今日 8 版

日24

本报天津9月23日电 记者武自然
报道：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 23 日表
示，过去五年，中国地质勘查投入累计
5682亿元，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730多
处，新增一批亿吨级油田和千亿方级
气田。

姜大明 23 日在天津召开的 2016 中
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表示，五年来，中国

地质找矿取得重要成果，国内矿产资源
供应能力稳步提高，一次能源总产量
117 亿吨标准煤、铁矿石总产量 68 亿
吨、10 种有色金属总产量 2 亿吨，矿产
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矿产品进出口贸易
总额近5万亿美元，增长81％。

“矿业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有力
支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

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姜大
明说。

目前，在确定的18种能源和重要矿
产找矿目标任务中，除煤层气和锡矿
外，其他矿种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了 5 年
计划目标任务，尤其是金、铅、锌、
镍、钨、钼6种矿产提前完成了10年找
矿目标。

我国五年来新发现730多处大中型矿产地
矿产品外贸总额近 5 万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