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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12 日致信祝贺中国农学会成立
100周年，向中国农学会全体同志、向广
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贺信
全文如下：

值此中国农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
我向中国农学会全体同志、向广大农业
科技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
候！

中国农学会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农业
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近现代农业科
技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学会
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
部署，以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农村现
代化为己任，积极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发

展和普及应用，积极促进农业科技人才
成长，成为推动我国“三农”事业发展的
一支重要力量。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深化精
准扶贫，提高广大农民生活水平，对农
业科技和农业农村人才提出了新的要
求。希望中国农学会发扬传统，与时俱
进，团结带领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面
向农业科技创新主战场，在推动我国

“三农”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习近平
2017年12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贺。他在批示中
指出，当前，我国“三农”事业发展进
入新的历史时期。希望学会全面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充分发挥联系广泛、智力汇
聚、独立客观的优势，广泛开展国内外
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结合农业农村发
展实际和农民群众需要大力普及农业科
学知识、推广先进品种和技术，加强农
业科技创新智库建设和人才培养，不断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为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中国农学会成立 100 周年回顾活
动 12 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回顾
活动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贺
信的要求，充分发挥农学会自身优
势，坚持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服务，坚
持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坚持为提高
农民和公众科学素质服务，坚持为党
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促进农业农
村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作出贡献。

中国农学会成立于 1917 年，是我
国成立最早的重要学术团体之一。国家
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学会代表、部分
院士和农业专家学者，中国农学会第十
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神农中华
农业科技奖获奖代表、台湾中华农学会
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农学会成立100周年
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贺 汪洋出席回顾活动并讲话

12月8日，记者走进“中国声谷”，科
大讯飞开放平台的两块实时监测大屏引
人注目。平台显示：当日下午2点，在线
人数3.65亿，会话次数33.26亿，开发团
队数47.5万，应用数37.7万，应用类别分
布——便捷生活33.7%，教育学习10%，
出行导航8.4%，新闻阅读6.6%……用户
趋势2014年6月份5亿，2016年6月份
12.5亿，2017年6月份15.2亿……

科大讯飞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开
放平台已为10万多家语音云开发伙伴
及产业链上的各种合作者提供技术授权
与技术支持。

依托科大讯飞在语音识别和人工智
能方面的核心技术，“中国声谷”围绕
智慧城市、移动健康、智能终端与“互
联网+”四大产业，聚集一批科技含量
高、创新意识强的科技企业，抢占智能
风口。作为工信部与安徽省共建的部省
重点合作项目，“中国声谷”成为国内
唯一定位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
基地，2016 年被工信部认定为“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017年7
月份获批为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份，“中国
声谷”已入驻企业包括科大讯飞、华米科
技、科大国盾、赛为智能等150家，跟进
在谈的人工智能细分领域项目超过200

个，形成了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平台
支撑到产业发展与应用的语音及人工智
能产业链。2016 年中国声谷基地年产
值327亿元，增长44.1%，相关核心产业

产值达到 47.43 亿元，同比增长 27.3%，
占全国核心产业总产值的9.6%。

在“中国声谷”，记者亲眼见证了智
能科技对便捷生活的巨大提升。

一款可穿戴的机器人，努力做到以
人为中心，人机融合，通过动力辅助完成
一系列下肢动作，帮助下肢瘫痪人士重
新站起来； （下转第三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我们
党不断前进、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
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凸显贯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清晰
的思想脉络，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
要理论支点，为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指明了方向。

为了人民美好生活新需要，
是共产主义价值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生动体现和精
辟表达

向往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
求。历史上，无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
还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众多中外先哲都曾做过大量思想探索。
然而，美好的向往与社会的现实，始终存在难
以弥合的巨大差距。及至近代，当资本主义

在西方兴起，并用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
大门，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无论是追寻先
贤的理想，还是立足现实的探索，中国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已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针对西方经济学
鼻祖亚当·斯密的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写道：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
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既然社会的最富
裕的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痛苦，而国民
经济学（一般是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又会导致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
的目的也就在于社会的不幸。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立足前人思想，以唯物史观揭示社会发
展客观规律，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
不是理性的王国、幸福的乐园。

100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
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
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谋求民族独立
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从此在精神上
由被动转为主动。纵观我们党96年来的伟大

征程，在艰苦卓绝的不懈探索中，一个朴素而
伟大的真理，始终指引我们执著前行。这就是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创造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历史伟业。

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和十八届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郑重指出，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
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
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责
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
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
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时光荏苒，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过去5年
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精辟总结。围绕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使6000多万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把贫困发生率从 10.2%
降到 4%以下；使城镇新增就业年均 1300 万
人以上，推动就业持续改善；使中西部和农村
教育明显提升，教育事业获得全面发展；使城
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
体持续扩大，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
保障体系，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白云苍狗有时尽，岁月变迁诉不完。177
年前，在西方列强威逼之下，我们曾被迫以割
地赔款的屈辱方式，为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
累作出过不堪回首的“历史贡献”。今天，令
世人瞩目的伟大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已超过30%，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经济最
为强大的动力引擎。

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崭新姿态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
跃，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
更大贡献。

5 年来，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和根本
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这已成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温近代以来历史演
进轨迹，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
步的根本动力，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正是共产主义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生动体现和精辟表达。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新需要，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
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
提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
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
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
斗目标。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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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一篇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
得警惕》的文章，对加强党的作
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这一重要指示，一针见血、
切中时弊，内涵丰富、要求明
确，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
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
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在各地
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驰而不息：绝不能
有歇歇脚、松口气的
想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
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全
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
效。新华社文章反映，当前“四
风”问题中，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基本刹住，但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章
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
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
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
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
劲退千寻。党的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作风建设
作出重要指示，释放出驰而不
息正风肃纪的强烈信号。”北京
市纪委常委陈名杰说，反“四
风”绝不能有歇歇脚、松口气的
想法，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
治自觉，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
锲而不舍抓好作风建设。

陈名杰表示，北京市纪委
市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将自觉对
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对存在的问题切实整改，特
别要在如何精简办事环节、畅
通工作渠道、提高办事效率上
下功夫，力戒各种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就像一针“清醒剂”，让广大
党员干部始终保持一份纠正“四风”的清醒自觉。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有一些不良作风像割
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李超
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风建设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
敢于担当、敢打硬仗。郴州市将持续开展“治陋习、树新风”
作风建设主题活动，针对办事拖沓敷衍、懒政庸政怠政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进行深入整改，成风化俗、形成
习惯，推动党员干部作风不断好转，行政效能不断优化。

改进调查研究、转变文风会风，是纠正“四风”的重要
内容。

“调查研究必须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湖北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刘南中
介绍，湖北纪检监察机关将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纪律
审查和党内问责的重点，继续加大追责问责、通报曝光力
度，督促党员干部改进调研方式，转变会风、文风，让越来越
多的干部把深入基层一线听民声、查实情作为改进工作的
重要方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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