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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9日就乌克兰客机在德黑兰坠毁分别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伊朗总统鲁哈尼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乌克兰一架客机在德黑兰坠毁，造成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国遇

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就乌克兰客机坠毁

习近平分别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伊 朗 总 统 鲁 哈 尼 致 慰 问 电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新决定着文明的进步。
当古老的东方民族跨越百年沧桑，科学技术越来越成

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如何让创新成为一个国
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
全局、面向未来，作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的重大战略抉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
新型国家，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这是一颗巨变的“种子”，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生
长”。

从“嫦娥”探月到“长五”飞天，从“蛟龙”入海到航母入
列……中国以一系列创新成就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创新高
原之上耸立起尖端科技高峰。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一个充满生机和
希望的中国，自信宣示：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
斗中梦想成真！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观察大势、谋划全局，作出创新驱动发展

的时代之选
当2020年的第一缕阳光播洒在伶仃洋上，全长55公

里的港珠澳大桥宛如一道跨海长虹，蔚为壮观。
这片海，见证着新时代中国科技的创新传奇，亦铭记

着百余年前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耻辱记忆——
自清代被“日不落”帝国的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中国一

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不如自己的国家
打败。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
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
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
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回望中华民族这段苦难深重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
一语揭示出历史演进中蕴含的深刻逻辑。

抓住科技创新，便抓住了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2013年9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课堂第一

次走出中南海，搬到了中关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成为学习主题。

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
几十年来高速行进的中国，此时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

路口——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传统发展动力不
断减弱，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诸多全球性难题接踵而至，对人类生存和发
展构成严峻挑战。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

“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强调
的是创新的战略地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撬动作用’。”在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眼中，正是这个“第一”的重大判断，释放了创新活力。
新思想的光芒，照亮崭新的时代。
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一次次踏

入创新要素最活跃的地方。
在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强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使创

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走进张江科学城的展示厅，总书记希冀科技工作者“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
在江西考察，总书记强调“技术创新是企业的命根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才

能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国内考察到出席中

央会议，从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正是中国创
新发展的路径方向。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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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央“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9日印发《关于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通知》。

通知指出，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全党在新的起
点上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
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
大指导意义。

通知要求，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
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总结主
题教育取得的成效和成功经验，对巩固拓展主题
教育成果，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立意高远、视野宏大、思想深邃、内涵丰
富，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恪守党的性质宗
旨的高度自觉，表明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牢记初
心使命的鲜明态度，彰显了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坚定决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
理论性、指导性。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抓紧抓好，领导班子要安排专门时间集
中学习讨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专题学习，全面
领会讲话的精神实质和工作要求，自觉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要深入推动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教育人
民、指导实践的工作，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下转第三版）

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全党要以这次主题教
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
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如何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
心使命，发出了新起点上的伟大号召。我们要把
讲话中总结的深刻经验、提出的重要要求、作出的
重大部署当作干事创业、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标
尺和镜子，在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进程中，不
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
始终做到初心如磐，牢记使命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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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
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我们党
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
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
斗。“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集中体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最现
实的使命担当。我们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将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

发展史上一个令人激动的巨大成就。越是接近目
标，越需要全党同志增强信心、勠力同心，保持忧
患意识、增强斗争精神，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
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还要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
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
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我们党作为百
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必须始终牢
记初心和使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
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
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
摇党的根基的危险。

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
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
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
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
记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

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
我们要牢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
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
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
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
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严正指出了当
前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愿担当、不敢担当、
不会担当”的问题，尤其对那些“老好人”“太平
官”“墙头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定要看到，
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要坏事、贻
误大事。对于一些党员干部行为的“负面清单”，
我们要给予高度重视，时刻对照检查、自我反省，
对突出问题进行大排查、大扫除，真刀真枪地解决
问题、攻克痼疾，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
真本事，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
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不辱使
命，建功立业。

初 心 如 磐 使 命 在 肩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振奋党心民心

室外温度为零下10摄氏度左右，大棚内
却温暖如春，一片绿油油的草莓苗长势正
好，这里是河北省赤城县孙家庄村的宁馨儿
草莓采摘园。种植户刘金梅告诉记者，在农
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她家建了6个大棚，每年
收获草莓2万多斤。

57岁的张明是奶奶嵯村的村民，在这个
草莓园务工3年了。“草莓的田间管理还挺费
事呢。按照技术专家说的，温度、湿度、防虫、
消毒，一样也不能少。”张明说，每年春节前
后，是草莓产量最大的时候，管理得好不好直
接影响产量。

跟种植户一样关心大棚里草莓长势的还
有张广明，他是赤城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
中心主任。记者见到张广明的时候，他正忙
着跟农民通电话：“你这个大棚里的土壤湿度
有问题，是不是探头没放进土里？”在他的电
脑上可以看到大棚里农作物的情况。通过物
联网技术，张广明在办公室就能看到全县15
个扶贫产业园区的环境监测数据。

“小到叶片的纹路都看得清清楚楚。”张

广明边说边向记者展示。
通过物联网技术，赤城县开通了农业科

技服务热线，能够畅通国家、省、市专家团队
直接对接服务，目前已有在线专家25名。不
管专家在哪里，只要有网络信号，打开手机就
可以实现“专家到地头”为农民答疑解惑。
2019年7月开通后，4个月内点击量就达到
2.3万次，专家服务园区230次。

杨臣凤是双山寨村的贫困户，家里10亩
玉米地，有7亩流转出去，每年的收入除了租
金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在村里的扶贫产业园
区务工。“等到开春园区里就有活干，一年下
来能有1万多元的收入。”杨臣凤说。

双山寨村村委会委员郝延平告诉记者，
双山寨村共465人，原有贫困人口169人。

“农业技术对村里帮助很大，一些村民通过学
习技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一些村民在扶贫
产业园区务工，增加了收入，目前双山寨村已
实现整村脱贫”。

张广明认为，农业科技给基层的扶贫资
金上了一道保险。因为只有农民真正掌握了
农业科技，扶贫资金才能真正发挥效益。

农业科技的不断“加码”，为赤城县高质
量脱贫奠定了扎实基础。据介绍，赤城县目
前正以脱贫攻坚为统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围绕全县18个乡镇、272个贫困村和15个产
业园区的科技需求，强培训、引技术、抓示范、
建标准，形成了“科技聚焦产业，产业带动扶
贫”的长效机制。

科技强农产业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陆 敏 张 倩

（二版）

1 月 10 日凌晨，
北京站内，乘客步履
匆匆踏上旅途。0时
29 分，北京开往南通
的K4051次列车从北
京站准时开出。这趟
普速列车是北京铁路
局今年春运首趟加开
列车。

2020 年 铁 路 春
运自1月10日开始，2
月 18 日结束，共 40
天，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4.4亿人次，同
比增加3257万人次。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相关报道见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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