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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13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
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夏粮生产数
据显示，2019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174 万吨

（2835亿斤），比2018年增加293万吨（58.6亿
斤），增长2.1%。

其中，夏收谷物产量 13248 万吨（2650 亿
斤），比2018年增加261万吨（52.2亿斤），增长
2.0%；小麦产量 13106 万吨（2621 亿斤），比
2018年增加267万吨（53.3亿斤），增长2.1%。

“2019年，夏粮播种面积略减，但得益于单
产恢复性增长，夏粮产量增加。”国家统计局农
村司高级统计师黄秉信说。

2019 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354 千公顷
（39531 万 亩），比 2018 年 减 少 349 千 公 顷
（523.3万亩），下降1.3%。其中夏收谷物播种
面积23414千公顷（35120万亩），比2018年减
少433千公顷（650.2万亩），下降1.8%；小麦播
种面积22984千公顷（34477万亩），比2018年
减少419千公顷（628.1万亩），下降1.8%。

黄秉信分析说，夏粮生产呈现以下几个特
点：一是种植结构优化，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油
菜籽、蔬菜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较往年有所增
加；二是区域布局优化，江淮赤霉病高发区、华
北地下水超采区和西南条锈病菌源区等地通
过休耕和轮作等措施调减冬小麦播种面积；三
是品种结构优化，优质小麦播种面积增加。
2019年，河南省尽管小麦总播种面积下降，但
在3个优质专用小麦适宜区推广优质强筋、优
质弱筋小麦种植，其播种面积达到1204万亩，
较上年增加364万亩。

尽管夏粮播种面积有所减少，但单产恢复
性增长。2019年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5378
公斤/公顷（359 公斤/亩），比 2018 年增加 180
公斤/公顷（12.0公斤/亩），增长3.5%。其中夏
收谷物单位面积产量 5658 公斤/公顷（377 公
斤/亩），比2018年增加212公斤/公顷（14.1公
斤/亩），增长3.9%；小麦单位面积产量5702公
斤/公顷（380公斤/亩），比2018年增加216公
斤/公顷（14.4公斤/亩），增长3.9%。

“夏粮单产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气候条件总
体有利，灾情相对较轻。”黄秉信分析说，从气
候条件看，冬小麦播种期间，麦区大部时段光
照适宜，热量充足，降水量接近常年或偏多，小
麦播种集中，出苗顺利。越冬期间，麦田墒情

适宜，北方麦区气温偏高，无明显冻害发生，小麦安全越冬。返青拔节和
孕穗灌浆期，大部麦区出现有效降水，光温匹配，有利于麦穗数增加与灌
浆结实。成熟收获期，大部分麦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光热充足，尤其在收
获期没有遭受长时间的高温和持续阴雨天气，不仅有利于小麦干物质的
积累，更有助于小麦品质的提高。从小麦主产区现场调研情况看，今年小
麦不仅单产提高，而且品质好。

同时，2019年农作物受灾情况较上年同期总体偏轻。国家减灾委资
料显示，2019年上半年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作物绝收面积分别为5921万
亩和482万亩，较2018年同期分别下降45%和56%。良好的气候条件，
加上各地区防治措施及时有效，病虫害发生率普遍低于上年。

“2019 年夏粮生产获得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有利于保供给、稳物价、惠民生，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黄秉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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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
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马克
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
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党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
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
成果”。因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就包含着不忘自我革命精神这个重
大命题，必须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一强
大思想武器，必须充分运用并不断发
展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
和丰富成果。

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我们党最鲜
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既是我们
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
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所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强大，不
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
医、文过饰非，而在于敢于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不谋私利、积极进取，始终
保持和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
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

气、浩然正气。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
说方面，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
丰富思想成果。以坚定理想信念、加
强党性修养，解决思想根子问题；以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找实、
把根源挖深；以加强党内监督、接受
人民监督，纯洁党的思想、党的组织、
党的作风、党的肌体……继续用好革
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累的重要经
验，全党才能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
深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全面从
严治党，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
神，使党风、政风、社会气象更新，人
民群众交口称赞。但还要清醒地看
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
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形势，
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和懈怠。历史
已证明，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压垮
我们，前途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
手上。

迈向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自我革命提供
了认识论、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
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
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
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
途径”“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
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
题”“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
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在
这些重要方法论指导下，我们必将让
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把
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
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
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

迈向新征程，在党近百年奋斗形
成的理论成果、实践经验、光荣传统
的基础上凝结新的丰富思想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使自我革命有了根本遵循。对那
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
对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

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予以克服和解
决；主题教育常态化，思想建党和制
度建党同向发力；出台中央八项规
定，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坚定不
移“打虎”“拍蝇”“猎狐”，以零容忍态
度惩治腐败……沿着这一路径，我们
必将让自我革命成果经得住群众评
价、经得住时代考验、经得起实践检
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正在全党深入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理论学习
有收获”是具体目标之一，重点就是
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推进党的自
我革命。在统一思想中领会精髓，以
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锻炼自己，
进而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
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我们就
一定能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在接续
奋斗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用好推进自我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评论员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工农业生
产的命脉。进入上世纪 70 年代，天
津城市生活和工农业用水不足日益
凸显。

缺水，严重制约着天津经济社会
发展。

缺水，迫使人们超量抽取地下
水，结果造成大面积漏斗区，地面以
年均 80 毫米的惊人速度沉降，已经
到了不能再抽的境地。

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极度缺水
的天津更面临着城市几近断水的极
度威胁。

情势紧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亲切关怀下，1982年5月11日，举世
瞩目的新中国首个跨流域大型引供
水工程——引滦入津工程全面开工。

难忘那一股豪情

引滦入津，分为引滦枢纽工程和
引滦入津输水工程。

引滦枢纽工程位于河北省迁西
县境内的滦河干流上，是滦河干流上
唯一控制性防洪工程，由潘家口水利
枢纽、大黑汀水利枢纽、引滦枢纽闸
三部分组成。

整项工程输水总距离为 234 千

米，年输水量10亿立方米，最大输水
能力60至100立方米/秒，形成了一
个跨省市、跨流域，具有引水、输水、
蓄水、净水、配水完整体系的城市供
水设施。全线隧洞、泵站、管道桥梁
等工程项目共有215个。

其中，工程的关键就是穿越我国
地质年龄最古老的燕山山脉，在200
多条断层中打出一条 12.4 公里长的
引水隧洞。这在当时的技术和装备
条件下，难度空前。

如今已90岁高龄的时任铁道兵
第八师师长刘敏，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回忆：时任引滦入津工程总指挥
李瑞环的战前动员，可谓悲壮——

他把我们请到了天津市政府，亲自
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一杯茶，他说：

“请你们来喝的茶，特别的苦，喝完
特别的不舒服，叫你们尝尝这个水，
是希望你们在担负引滦工程的施工
中，要努把力，早日把引滦工程的引
水隧洞打通！”

在河北省迁西县，要穿越将军帽
山，突破险要的“卡脖子”地段修建一
个约1万多米长的引水隧洞，这在我
国水利史上前所未有。

但越是艰险，有着光荣传统的英
勇的铁道兵和地方部队就越是向
前。刘敏师长与 198 师首长联手请
缨，亲率官兵承担了隧洞开凿和明挖

埋管任务。
官兵们勇于开拓并大胆采用新

技术、新工艺，先后战胜了 590 多次
塌方，攻克了230多处断层。1983年
3月28日晚上8点55分，强烈的爆破
声震耳欲聋，这是138万炮中的最后
一炮，透过浓浓的黄色烟雾，官兵们
看到一缕强光照进了位于景忠山山
下100米深处的10号洞，通了！这，
标志着当时全国最长的引水隧洞全
线贯通。

引滦工程完工的时间比国家原
定通水时间提前两年，比工程部队向
天津市委、市政府立下的军令状提前
了一年！

为了工程的早日建成，施工部队
先后有 3500 多人主动推迟婚期、假
期，2100 多人在探亲中提前归队，
6100多人带病带伤坚持施工，107人
受伤致残，还有 21 人为工程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

1983年9月11日，甘甜的滦河水
奔流入津门，天津市举行了隆重的通
水典礼。海河两岸，一片欢腾。海河
儿女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用滦河之水
冲泡上“碧螺春”“西湖龙井”，献给亲
人子弟兵和辛劳的建设者。

（下转第二版）

让 那 河 流 改 变 了 模 样
——重访新中国首个跨流域大型引供水工程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

编者按 30多年前，由17万名建设者参与的引滦入津工程，在燕赵和津

沽大地上铺开，广大建设者用血汗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乐章，绘就了气

壮山河的画卷。

记载这段史诗般壮举的丰碑，矗立在滦河和海河岸边，也树立在河北和天

津人民心中；那“为民造福的伟大思想，顽强拼搏的革命斗志，严肃认真的科学

态度，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团结协作的高尚风格，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的

“引滦精神”，在新时代的今天，依旧激励着人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7 月 11 日，重庆市綦江
区横山镇花仙谷景区，游客
在花海中徜徉。当日，花仙
谷景区开园，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游玩“打卡”。

花仙谷景区是重庆首
个集休闲避暑、亲子观光、
民宿度假于一体的复合式
休闲度假目的地。景区由
六大主题体验区组成，设置
了游船、滑道、丛林穿越等
互动体验项目。

陈星宇摄（中经视觉）

浙江诸暨市山下湖镇被誉为
“中国珍珠之乡”，淡水珍珠年产
量占全国的 85%。2018 年，山下
湖镇全力打造集“珍珠产业创新
服务综合体、网红直播基地、跨境
电商基地”为一体的数字经济基
地。去年珍珠节期间，网红直播
仅 2 小时，网上销售就超过 1000
万元。

“数字化改造是传统产业转型
的必由之路。”绍兴市委常委、诸暨
市委书记徐良平表示，诸暨作为浙
江省传统产业改造示范市，去年以
来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以数字化改造为突破口，构建“政
府+企业”数字化发展共同体，编
制出台了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
划”，三大主导产业全部实施数字
化改造。如袜业侧重原料研发、生
产制造及创新设计平台建设；铜加
工行业重点推进工厂智能化改造、
产品智能化；珍珠行业重点提升养
殖技术、个性化设计、健康产业延
伸，跑出了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加速度”。

经济日报记者在海亮股份有
限公司紫铜管件智能工厂看到，机
器人自动上下料、自动清洗、自动
包装、非接触式自动检测，宽敞的
生产车间内工人寥寥无几，地板干
净整洁，工厂指挥中心大屏幕实时
抓取并监控产品库存、订单数量、
交货情况等数据信息……这些科
技感十足的生产场景，因为全程智
能化，工厂内不需要亮灯，被当地
称为“黑灯工厂”。

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志强介绍，去年 3 月，海亮股份
投资3500 多万元，通过对原先的
管件生产工艺改进、设备研发，建
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制造
数字化生产线，今年2月智能化车
间顺利投用。如今，智能化车间实
现产能 35 万只/天、3600 吨/年；
人工减少 75%、效率提升 300%；
生产成本下降 40%、年节约成本
800万元。

在政府引导、精准施策的同
时，产业引导基金也为诸暨的数
字化提升按下了“快进键”。全市
制定出台了系列股权投资激励创
新政策，由政府主导设立产业发
展引导母基金，吸引大批有资质、
有实力的创投机构和子基金落
户，从而达到“产业+资本+数字
化”融合发展的目的。截至 2018
年底，诸暨市产业基金母基金已
参股设立 15 只子基金，总规模累
计达 116.25 亿元，其中政府基金
认缴出资14.47亿元。

数据显示，2018年，诸暨铜加
工、袜业、珍珠三大传统产业规模
以上利润比上年分别增长65.67%、
30.09%和 157.17%。全市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去年分别同比
增长24.7%、21.7%，新增国家级两
化融合贯标和大数据应用示范试
点企业 3 家，省级“制造业+互联
网”深度融合示范试点企业 7 家，
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4 个，“企业
上云”突破6200家。

浙江诸暨：

数字化改造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俞 燕

薰风飒至

花开成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