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赴宁

夏考察，擘画“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

国梦”的蓝图，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720 多

万塞上各族儿女朝着全面建设经济繁荣、民

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奋

力前行，开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新征程。

“更好生活还在后头”

“直播间的亲们好，这是我们红寺堡的特

产黄花菜⋯⋯”在西海固弘德村的扶贫车间

内，58 岁的赵淑梅用夹着乡音的普通话向网

友介绍农产品。

弘德村所在的吴忠市红寺堡区是全国最

大易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23 万西海固移

民在此安家创业谋生存，脱贫致富奔小康。

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第

一站就来到弘德村，走进扶贫车间，同正在加

工制作纸箱的村民们亲切交流；来到村民刘

克瑞家，详细了解家庭就业、收入、看病、社保

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乡亲们搬

迁后，更好生活还在后头。”

对宁夏的移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有着

特殊的惦念。25 年前，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的习近平牵头负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推动

实施了“吊庄移民”工程，并为移民村庄命名

“闽宁村”。

如今，昔日“干沙滩”闽宁村已变为“金沙

滩”闽宁镇。在闽宁模式示范下，宁夏始终坚

持将移民搬迁与西海固扶贫开发相伴，一以

贯之地在移民安置区探索“造血式”扶贫。

“ 不 是 搬 过 来 盖 几 间 漂 亮 房 子 就 行

了。乡亲们搬出来后，要稳得住、能致富，

才 能 扎 下 根 。”为 宁 夏 123 万 移 民 后 续 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完善移民搬

迁扶持政策”“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战

略有效衔接”。

“宁夏移民群众占全区农村人口近半数，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

到，没有移民地区的乡村振兴，就没有宁夏全

面的乡村振兴。”自治区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

人说。

2021 年 4 月，在最后一个贫困县“摘帽”5 个月后，宁夏全

面启动“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在 800 人以上的移民

区，实施产业就业帮扶、基础设施配套、改善公共服务等专项

提升。

2021 年，宁夏在移民安置区投入产业发展资金 19.3 亿

元，发展特色种植 78.7 万亩，实现移民就业 21.2 万人，当年

宁 夏“ 十 二 五 ”生 态 移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0517 元 ，增 速

达 18.1%。

在“提升行动”助力下，弘德村扶贫车间里，包括赵淑梅

在内的十几名移民群众，组成了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银发

直播团”，在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第一年销售额就超过百万

元。“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赵淑梅难掩笑意，道出了移

民的心声。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夏日的贺兰山东

麓，翠绿的葡萄园沿山势绵延南北，一眼望不到头。

2020 年 6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市西夏区志辉源

石酒庄葡萄种植基地，远眺巍巍贺兰山，听取贺兰山生态保

护和环境综合整治情况汇报。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

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坚决保护好贺兰山

生态”。

“ 总 书 记 的 要 求 坚 定 了 我 们 继 续 守 护

好贺兰山，让矿坑变景区的决心。”酒庄负

责人袁园的父辈曾在贺兰山开采砂石，接

力棒交到她手里，挖砂的铲变成种树的锹，

目 前 已 修 复 废 弃 矿 区 6000 亩 ，种 植 葡 萄

2000 亩。

牢记总书记嘱托，宁夏打响了“贺兰山生

态保卫战”，投入近 150 亿元资金，对自然保

护区内 169 处人类活动点开展专项治理，退

出煤炭产能 1600 万吨。如今矿坑覆土，荒山

披绿，贺兰山渐展新颜。

山水林田湖草沙，宁夏一应俱全。从贺

兰山生态保护，到腾格里沙漠污染整治，再到

黄河综合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

指示批示。

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

赋予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任务，强调“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抓

好生态环境保护”“宁夏要有大局观念和责

任担当”。

肩负重任，宁夏进一步将自身定位和发

展放在全国大局中审视，在全国率先就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行地方立法，

坚持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领

生态文明建设、统揽全境全域治理，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一体化生态保护

和修复。

宁夏生态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全区水土

流失实现总体逆转，黄河宁夏段水质连续

5 年“Ⅱ类进Ⅱ类出”，2021 年全区地级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06 天，西北地区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全面加强。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近年来，

宁夏在高质量发展上出新招求变，出实招求

效：全面推行用水权改革、土地权改革、排污

权改革、山林权改革，打破资源要素瓶颈制

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深入实施节能降碳增

效行动，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清理

淘汰落后产能 1448 万吨；大力发展风电、光

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加速推动能源产业

绿色转型⋯⋯

截 至 2021 年 底 ，宁 夏 风 能 、光 伏 等 新 能 源 占 电 力 装

机比重达 46%，居全国第三位；全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

耗同比下降 5%，扭转了“十三五”以来能耗强度不降反升

的不利局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到 14.8%。

放眼宁夏，一幅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的塞上新画卷正渐

次铺展。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夜幕降临，毛乌素沙漠边缘一片耀眼光亮，鳞次栉比的

大型设备、纵横交错的管道电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流光

溢彩的灯光装扮成一座不夜城。

2016 年 7 月 19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

详细了解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工程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

站在热火朝天的厂区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充满力

量：“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就是靠着我们工人阶级的拼搏精

神，埋头苦干、真抓实干，我们才能够实现一个又一个的伟大

目标，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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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
暨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第 六 届 政 府 就 职 典 礼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情润塞上满目新
节约集约用地丝毫不能懈怠

金观平

6月25日是第32个全国土地日，主题

仍是“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一个节日主题延续多年不变，十分罕见。

我国为何对节约集约用地如此重视？

首先，这是由我们的“家底”决定

的。人多地少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国

情。第三次国土调查显示，2019 年底，我

国耕地面积约 19.18 亿亩，人均耕地面

积只有 1.36 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另外，我国优质耕地也很紧缺。全

国耕地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 10 个质量

等级，平均等级仅为 4.76 等。其中，一等

到三等耕地仅占 31%，中低产田占比三

分之二以上。

其次，这是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一个不能否认

的事实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

中，我国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过快。国土

三调显示，2019 年我国建设用地 6.13 亿

亩，较 2009 年二调增加 1.28 亿亩，增幅

26.5%。同时，耕地数量减少的趋势还在

持续。目前，一些省份耕地保有量已突

破耕地红线，有的甚至低于划定的永久

基本农田面积。这样的“一增一减”，并

不可持续。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建设用地呈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只有严

控增量、挖潜存量，才能统筹发展和保

护，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再次，唯有节约集约用地，守住耕

地红线，粮食安全才有保障。我国粮食

生产已连续多年丰收，人均粮食占有量

超 470 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

于 国 际 公 认 的 400 公 斤 粮 食 安 全 线 。

但还需充分认识到，我国粮食安全基础

仍不牢固，供需紧平衡依然是粮食供求

的长期态势。近几年，部分国家保护主

义有所抬头，粮食等农产品全球配置的

不确定性增加。在此情况下，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尤为重要。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土地作

为基本生产要素，其配置也要相应调

整，必须下决心扭转长期以来依赖土

地大量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创新

措施推进节约集约用地。

当前，一些城镇、产业园区低效和

闲置用地问题比较突出，可以考虑修订

部分行业用地定额指标，强化重大建设

项目节约集约用地刚性约束，探索工业

用地供应方式转变，提高工业用地利用

效率。同时，考虑到村庄用地总量过

大、布局不尽合理，可探索有效盘活农

村存量建设用地的路径。

此外，还要加大对违法违规占用耕

地行为的查处力度，向社会释放对违法

占用耕地“零容忍”的强烈信号。要落

实“长牙齿”的硬措施，实行耕地保护党

政同责，把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目标任务逐级分解下达，并作为刚

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

6 月 24 日，位于烟台海域的山东半岛南 3 号、4 号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 10 亿千瓦时。该项目装机总容量 60.32 万千

瓦，于 2021 年 12 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可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年来，山东烟台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清洁能源

产业发展，推动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 唐 克摄（中经视觉）

夏 粮 丰 收 来 之 不 易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梅花镇

高玉村成片麦田迎来收获。种粮大户邓

景辉在村里流转了 600 亩耕地，提及去年

的持续秋汛，这个种粮老把式记忆犹新，

“整整 15 天，自打我种地以来，没有晚播

过 这 么 久 ，心 里 特 别 着 急 。 经 过 精 心 管

理，现在看来，单产比去年能有增加，又是

一个丰收年。”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今

年夏粮小麦增产丰收已成定局、质量好于

常年，杂粮杂豆产量略增，油菜籽产量明显

增加，玉米等夏播已近八成，早稻和秋粮长

势良好。夏粮丰收和秋粮基础好来之不

易，为全年粮食稳产提供了坚实支撑。

科学抗灾取得丰收

“科学抗涝减灾保住了播种面积，精准

指导服务落实了关键措施，良种良法集成

促进了苗情转化，高质高产示范带动了均

衡增产。”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尽

管小麦生产开局十分不利，但中后期苗情

转化良好，田间长势超出预期、好于常年。

客观上说，开春后光温水匹配较好，弥补了

冬前不足；灌浆时间长、强度大，提高了粒

重。主观上说，今年采取了力度空前的政

策、科学有效的技术，扭转了不利局面，最

终实现了丰收。

日前，山东省临清市老赵庄镇 5.52 万

亩小麦完成了颗粒归仓。老赵庄镇镇长刘

殿锋介绍，依靠加强田间管理，加上国家推

广“一喷三防”，实现了虫口夺粮。小麦管

理期间，当地克服去年秋汛影响，发动基层

农技力量指导农民科技壮苗，启用无人机

喷施叶面肥，全覆盖落实小麦“一喷三防”，

条锈病、赤霉病得到有效防控。

今年，中央财政下达 16 亿元支持主产

区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对小麦后期增

产作用明显。专家多地对比试验显示，“一

喷 三 防 ”后 ，主 产 区 小 麦 灌 浆 时 间 延 长

3 天，灌浆强度增加 5.7%，按主产区平均提

高千粒重 0.45 克测算，可弥补前期弱苗产

量损失 30.2 亿斤。数据显示，全国累计实

施小麦病虫害防控 7.5 亿亩次，实际发生

4.5 亿亩次，同比减少 20%以上。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今年小麦最

低收购价每斤比去年提高 2 分钱。为缓解

农资价格上涨影响，中央财政在稳定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的同时，分两批共 300 亿元

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不仅有种粮补贴，小麦还有了“身价

险”。今年国家在 13 个主产区的所有产粮

大县推广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在

四川，76 个产粮大县全部实施完全成本保

险 ，其 中 小 麦 每 亩 保 险 金 额 提 高 至 1100

元，保障水平比去年翻番。

粮食品质优价格好

产量有了保证，还要卖上好价钱。

石家庄市藁城区是全国最大的强筋小

麦种植基地之一。藁城区农科所所长杨海

川告诉记者，想让农民增收、小麦品质好，

关键在于品种要有保障。近年来，强筋小

麦品种不断涌现。藁城区农科所自主研发

的藁优 2018 优质强筋小麦，抗逆性好，稳

定性好，受到当地农户欢迎。面粉厂以每

斤高于普通小麦一角钱的价格收购，以亩

产 1000 多斤计算，农民每亩地就能多卖

100 多元。

今年各地推广了中麦 578、郑麦 379、

西农 511 等一批主导优质品种。日前，国

家 农 作 物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审 定 通 过 176

个小麦新品种，其中，11 个品种达到优质

强筋标准，27 个品种达到优质中强筋标

准，3 个品种达到优质弱筋标准。

中粮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夏粮

收购呈现质、量、价“三高”的态势，小麦品

质更好，产量更高，价格也较高。在前期调

研基础上，中粮在夏粮主产区准备了充足

的库点和仓容，收购资金、人员保障也很充

足。夏粮开秤以来，借助数字化粮库系统

和粮闪付系统，收购进展顺利，有条不紊。

目前来看，中粮今年收购价格明显高出国

家最低收购价，为近年来最高。

安徽是小麦主产省，也是“按图索麦”模

式发源地，通过发展优质专用品种，打通了

产销链条。去年秋种时，安徽省就以专用良

种为依托，绘制“优质专用粮食地图”，推行

“按图索麦”模式，鼓励单品种规模化种植，

整县、整镇、整村创建。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负责人介绍，过去一个镇就有几十个小麦品

种，不适应现代加工需要。 （下转第二版）

本报天津 6 月 25 日讯（记者周琳、商瑞）
6 月 24 日至 25 日，天津举行了主题为“智能

新时代：数字赋能 智赢未来”的第六届世界

智能大会，这是 2017 年以来天津连续 6 年举

办此项活动。在过去五届大会上，天津以会

兴业推动智能科技产业发展，与国家部委、高

校和国内外重点企业签署 563 项合作协议，

协议投资额达 4589 亿元。

为帮助智能科技产业“造血”，天津百亿

元智能制造财政专项资金和千亿元级新一代

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基金持续发力，近 4 年支

持项目 2700 多个，投入资金 50 多亿元。

一批新的“津门造”加速走向产业化。近

日，在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工业区 10 米高空

中，国家电网天津滨海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

张黎明带领创新团队研发的配网带电作业机

器人仅用 1 个小时就完成剥除导线、牵引入

槽、锁紧固定等工序。目前，配网带电作业机

器人已升级至第四代，在全国 20 个省份推广

应用。

一批传统“津门造”借助智能科技产业发

展谋求智慧升级。在天津港北疆港区 C 段集

装箱码头上，自动化场桥将抓取的集装箱精

准放到时速可达 35 公里的智能水平运输机

器人上。整个“智慧码头”作业一气呵成，看

不到工作人员的身影。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尹继辉介

绍，“十四五”时期，天津着力深化智能制造赋

能工程，推进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示

范区建设，联合打造工业互联网发展高地。

今年将新增 100 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支持 2000 家企业上“云”，

不断提升制造业数智化赋能水平。同时，持续推进千兆 5G 和千兆光

网“双千兆”工程，加快 5G 网络规模部署，推进 5G 全域示范应用。

以会兴业

强化合作

天津加快智能科技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