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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 在《大公报》创刊 120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
贺信，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秉承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
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归
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大
公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
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了
贡献。

习近平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
新发展，不断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
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
时代篇章。

《大公报》创刊 120周年庆祝仪式 12日下午在香港举
行，仪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是目前世界上仍在
发行的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2016年与香港《文汇报》
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后，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形
成了立足香港、面向全球华人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习近平致信祝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强调

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 为“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四川我来过多次，不少地方都走
过。天府之国，真是一个好地方。在
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背景下，我再来这里看看。”

6月 8日，仲夏时节，习近平总书
记赴四川考察。

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总书记第二
次到四川考察调研。

一天时间，自眉山至宜宾，步入稻
田看秧苗长势，走进乡村话接续振兴，
考察三苏祠谈文化自信，眺望三江口
察长江生态保护，走进高校调研就业
问题，深入企业鼓励自主创新……一
路调研，一路思索，指明方向，坚定信
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到今
天这一步不容易，都是拼来的。同时，
我们不能满足于此，还要勇往直前，更
上一层楼。”

“新的征程上，我们遇到的困难还
会很多。我一直讲前途是光明的，道
路是曲折的，要准备迎接挑战、接受考
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就是这
样推着国家往前走，让人民群众奔着
更好的日子去。”

希望田野 美丽乡村——
“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干，干
一件成一件”

芒种刚过，正值水稻拔节生长之
时，“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的沃野上，孕
育着丰收的希望。

“刚好是农忙时节，这次到南方看
看水稻田。”8日上午，四川考察第一
站，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岷江之畔的眉

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
总书记高度关注粮食安全这一

“国之大者”。两个月前，赴海南考察，
第一站就看了三亚崖州湾的种子实验
室。

这一次，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
从育种环节来到试种阶段。

眼前的高标准农田，是四川省规
模最大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
地。100多种水稻在这里试种、比较、
筛选、推广，以良种为丰产打下坚实根
基。

顶着烈日，总书记走进稻田深处，
俯身察看秧苗长势。

“现在苗情怎么样？”
“从单株分蘖数来看，已经表现出

高产的特征。”农业专家、四川农业大
学教授马均告诉总书记。

“高产能达到多少？”总书记问。
“这里最高亩产 900多公斤，平均

680公斤。”
马均告诉总书记，近年来村里通

过流转耕地集中起来，把村民组织动
员起来，培养了 200多个种粮大户，调
动了他们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的积极
性。

“这很好！你们提供优良品种、先
进技术，粮食增产主要还得靠他们。”
总书记称赞道。

“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能实
现藏粮于技，中国碗装中国粮食。”马
教授信心满满。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高兴：“你们从
事这项工作很辛苦，出成绩也是长周
期的，日晒雨淋，淡泊名利，贡献非常

大。咱们国家能够丰衣足食，农业专
家功不可没。”

放眼广袤田野，总书记思虑深
远：“民以食为天。推进农业现代化，
既要靠我们中国的农业专家，也要靠
我们中国的农民，我们有信心、有底气
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四川要把农业
搞好，把粮食生产抓好。”

稻田尽头，是一片片粉花碧叶的
荷塘、一座座白墙黛瓦的民居。

总书记步入村庄，一边走一边察
看村容村貌。

4月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其中一项明确要求正是

“加强农村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设施
建设”。

眼前的荷塘内，蕴藏着美丽乡村
建设的巧思。

驻村第一书记刘超告诉总书记，
村里进行了厕所改造，建设了化粪池
和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净化处理后
进入荷塘，既美化了村民生活环境，又
通过莲藕种植增加了集体收入。

“景色不错，还有净化功能，一举
多得。”总书记点头赞许。

走进村卫生站，总书记问起药
价：“这个糖尿病药多少钱？”

“一包九块六，一年下来大约 600
元。”

“这个高血压药吃一年，能享受多
少补贴？”

“一年补贴2400元。”
总书记点点头：“衣食住行，还有

医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这些。要

多搞一些新品种、创新药、国产药，把
药价平抑下来，为百姓谋福利。”

他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老百姓的
事，要实实在在干，干一件是一件，干
一件成一件。”

民心所向，忧之念之。民康物阜，
盼之行之。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时
主持召开了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
会。

4年来，四川省625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全面摆脱贫困。正如总书记所说的，
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在我
们这一代人手里历史性得到了彻底解
决。

村委会前广场，村民围拢过来，纷
纷向总书记问好，阳光洒在喜悦激动
的脸庞上。

“永丰村，好名字啊。永丰永丰，
永远丰收！”总书记笑着对乡亲们说，

“大家收入高了、日子好了，脱贫之后
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发展下
去。”

不远处，高铁疾驰穿过绿色田
野。田与村、人与自然、坚守与创新，
铺展开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丽图
景。

千年文脉 一江清水——
“守护好中华文明摇篮”

苏轼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
位列唐宋八大家，书写了“一门父子三
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文化传奇。
眉山城内，街头巷陌，因三苏父子，氤

氲着深厚的文化气息。
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位

于眉山市中心城区的三苏祠。
踏入三苏祠，古木参天，百年银

杏、千年黄葛，透出历史和文化的厚
重。

前厅、飨殿、启贤堂、来凤轩……
总书记一路走一路察看祠内建筑、陈
设、楹联、题记，不时询问三苏生平、主
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以及三苏祠
历史沿革、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情况。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
代的历史文化资源。”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
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积极推
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
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
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实地考察，总书记更有感触：“一
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
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
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
是一个重要例证。”

从文化自信又谈到道路自信：“中
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
深厚底蕴，我们带领人民走的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善于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
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
的东西为圭臬。”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

的根基。
《摆脱贫困》中援引“临大事而不

乱”，党的中央全会上引用“犯其至难
而图其至远”，面对领导干部引用“苟
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总书
记多次引用苏东坡的名言，治国理念
中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智
慧。

“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
育出来的，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
自己的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
总书记深情地说。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精华的源头活
水，滋养着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
润泽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品德修
养，孕育出大江东去的英雄气概和海
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宜宾，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
称。自雪域高原奔腾而下的金沙江与
穿成都平原蜿蜒而来的岷江在此汇
流，长江始称“长江”。

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宜宾
市三江汇流处，驻足江边，眺望三江六
岸。

为了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千
秋，习近平总书记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6年 1月，上游重庆；2018年 4
月，中游武汉；2019年5月，南昌；2020
年 11月，下游南京——总书记先后 4
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从“推动”到“深入
推动”，再到“全面推动”，为长江经济
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

远山滴翠，江水滔滔，中华民族母
亲河旧貌新颜、生机盎然。

（下转第二版）

“让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纪实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张音

本报讯 6月 11日至 12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严汉平深入黄陵县、黄
龙县调研乡村振兴等工作。他强调，
要扭住产业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落实“三个转向”要求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

严汉平首先来到包抓的低收入
村黄陵县阿党镇丁村，走进“五新”苹
果示范园和部分群众家中，详细了解
苹果产业发展、群众收入生活等情
况。他强调，要站在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抓住领导干部包抓低收入村和
集体经济薄弱村难得机遇，进一步完

善村上发展规划，持续用力发展苹果
产业，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路
径，扎实做好动态监测帮扶工作，落
实落细困难救助、大病保险等政策，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取得更大成效。

在黄龙县渔业休闲小镇、石堡
镇安善村豆腐坊、瓦子街镇蔡家川
村高山冷凉蔬菜基地和偏石民俗
村，严汉平强调要认真落实“把工作
对象转向所有农民，把工作任务转
向推进乡村五大振兴，把工作举措

转向促进发展”要求，立足资源禀
赋，聚焦群众增收，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蔬菜种植、农副产品加工等特色
产业，推动农旅、文旅深度融合，延
长上下游产业链条，持续释放生态
红利，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

消费恢复是稳经济的重点任务
之一。在延安市 2022年非物质文化
遗产宣传展示暨非遗购物节活动现
场，严汉平逐一查看各县区展位，详
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产品
展销情况。他要求，要进一步增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意识，全面展
示非遗保护传承的优秀成果，聚焦

“乡村振兴、非遗同行”活动主题，加
大文旅产品开发力度，常态化开展促
销活动，加快恢复旅游消费，助力乡
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调研期间，严汉平还了解了黄龙
县“小切口大民生”改革情况，强调要
坚持用好改革关键一招，持续深化教
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小切口”
改革，推出更多便民利民惠民举措，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严汉平在黄陵黄龙调研时强调

扭住产业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落实三个转向要求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近日，安塞区高桥镇楼坪社区大
棚种植户黄宏宏家的大棚葡萄陆续
成熟。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挂满
树藤，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现
在开放采摘的这棚葡萄品种是茉莉
香，是个新品种，上市时间比较早，目
前已经大面积成熟了。”黄宏宏说，他
家的葡萄采摘园一共有 3座大棚，有
葡萄植株1500株左右，葡萄的年产量
稳定在2500公斤左右，每年的收入都
在10万元左右。

通讯员 张志林 摄

葡萄如珠缀满枝

走进洛川县土基镇黄连河
村，放眼望去，树木郁郁葱葱，清
泉潺潺流淌，鸡鸭悠闲地在林间
散步，一户户农家小院错落有致，
一派田园美景。

黄连河村辖 6个村民小组，
145户579人，是典型的洛河峡谷
村。面对不适宜发展苹果产业的
现状，黄连河村在镇党委的引领
下，破解洛河川道发展难题，利用
山水资源优势，优化产业结构，以
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走出一条
产业融合的新路子，让昔日的贫
困村实现华丽转身，成了美丽宜
居的旅游度假村，村民的日子也
越来越好。

黄连河村沟深林密，村民广
种薄收，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
只有年迈的老人留守在村里。

“村子当时在洛川县属于典型的
没产业的烂杆村，叫个黄连河
村，村民的日子真的就像黄连一
样苦。”洛川县土基镇党委书记
李发荣说。

绿山青山就金山银山。2015
年，地处黄连河村的国有林场进
行改革成为黄连河村摆脱“贫穷”
的转折点。

“我们支部从产权制度改革
入手，在 3110亩口粮田和 230亩
机动地上作文章，成立了黄连河
村集体股份经济联合社，引进黄
连河生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建
成大棚 138个，主要以木耳、蘑
菇、香菇、蔬菜为主，养殖黑山羊、
鸡、鸭、鹅，同时还引进了灵芝、娃
娃鱼、桂花雀、七彩珍珠鸡、贵妃
鸡等10余种珍禽水产养殖，大力
发展林下经济。”村党支部书记王
红民介绍说。

“土地入股 9亩一年是 8100
元，专项资金入股分红一年是
721.65元，‘庭院经济’香菇养殖
2500棒一年是 16750元纯利润，
公益性岗位收入一个月是 1700
元……”在脱贫户张更武家，他如
数家珍地给记者算起他 2021年
的经济账。

“其中土地入股是我们村集
体经济收入主要部分，也是村民
分红最多的部分。”一旁的王红民
插话说，“村里一共入股800多亩
集体土地，其中 304亩土地的经
营权所属黄连河生态林业有限公
司。”

（下转第二版）

黄连河村：

苦尽甘来日子甜
记者 孙艳艳 杨亮 郭子仪 通讯员 张水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