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0 日，在湖南省永州市寿雁

镇深田村，村民给水稻施肥。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在在““万年稻种万年稻种””发现地发现地看金色秋收

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万亿元的省份，

连续 31 年领跑全国；农产品出口连续 22 年

领跑全国，寿光蔬菜、烟台苹果、金乡大蒜等

享誉全国；多个粮食品种刷新高产纪录，高

端蔬菜种子打破国外垄断……

近年来，山东坚持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为总抓手，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从产业、科技、人才等方面不断夯实农业

发展内生动力，农业现代化阔步前进。

三产融合 打通“产业痛点”

经国家统计局确认，2020年山东成为全

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万亿元省份，连续 31年

领跑全国。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成员刘

同理说，这是山东推动三产融合延伸产业链

条、构建以工促农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对外

开放建设外向型农业的结果。

在潍坊安丘市，山东源清田食品有限公

司通过高科技育苗、现代化种植、精细化加

工、国内外贸易等全链条运作，让一头大蒜价

值翻了十几倍。在滨州工业园，中裕食品有

限公司从小麦育种，到饭菜上桌，再到精深加

工，让一粒小麦转化出 10大类、500多种产品。

一棵菜、一篮果、一头牛……初级农产

品收益不高的“痛点”，通过三产融合延伸产

业链，逐步由卖“原字号”向“制成品”转变，

拓展出一批百亿级乃至千亿级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

为适应三产融合趋势，山东创新农业经

营体制机制，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农民合作社 22万家，家庭农场 8.2万余家，社

会化服务组织 20多万家，农业生产服务面积

达 1.46亿亩次，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山东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新型城乡关

系，通过工商资本推动农业发展。同时，这个

省内外兼修，在对外开放中积蓄发展新动能。

在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

泰国正大集团 360 万只蛋鸡全产业链项目、

国际蔬果智慧产业园等项目正加速推进。

同时，已有 20多家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建立研发中心、加工基地、产业园区。如

今潍坊农产品远销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蔬

菜、禽肉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 1/10、1/8。
破除“四唯”迈向“现代农业”

金秋时节，沃野生金，一切萌发于一粒

小小的种子。

近年来，山东现代种业提升工程逐步破

除“卡脖子”问题，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

过 98%，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 47%，济

麦、山农、登海等品种多次刷新全国高产纪

录……

寿光高端蔬菜种子靠科技创新打了“翻

身仗”。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立新说，

十几年前，西红柿、无刺黄瓜等洋种子一度

占据七八成市场份额。寿光通过内培本土

种业企业、外引科研院所合作等措施，全力

打造中国蔬菜种业“硅谷”，现在种子国产化

率已超过 70%。

一 粒 种 子 蕴 藏 着 科 技 人 员 的 创 新 密

码。为了让科技人员专心“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山东创新人才评价制度，相关部门出台

破除“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

项）十条意见，鼓励科研人员“围绕产业瓶颈

搞研发，扎根基层生产做服务”。

二十多年专注一粒种薯，起步于山东乐

陵的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在山东乐陵、北京

延庆、内蒙古商都，打造了三个现代化马铃

薯育种基地，获批运行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成功培育出 18个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品种，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国马

铃薯品种受制于外的被动局面。

外引内育 激发“头雁效应”

在胶州市洋河镇朱季村，种了大半辈子

地的 66岁农民杜高古，2020年获评“农民农

艺师”中级职称，这让因种植技术创新有功

的他在当地闻名一时。

打破学历、论文、科研成果等条框限制，

山东着力激发乡村人才发展动力。近年来，

已有 2.8万人获得基层高级职称，5.4万名乡镇

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直评”获得中高级职称。

山东还广开门路引人才，为乡村振兴引

“火种”。3 年前，泗水县东仲都村还是远近

闻名的贫困村，干过建筑工程和室内设计的

田彬返乡后，以合伙人招项目、用项目招合

伙人，投资 3000 余万元，把这个村打造成了

远近闻名的网红村。目前，泗水县已招募

173位“合伙人”，促成项目 146个。

农业农村发展，有了人才支撑，离不开

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山东实施了村党组织

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等行动，从退役军

人、企业家等人员中遴选 3819名村党组织书

记，回引近万名人才到村任职，完成 7273 个

软弱涣散村和相对后进村整顿。山东还推

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通过股份合作变

“单打独斗”为“抱团取暖”。目前，支部领办

的合作社数量达 3.7 万家，带动群众增收 51
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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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农业总产值过万亿元省份是如何炼成的？
□ 新华社记者 杨守勇 张志龙 陈国峰

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新建33万
吨/年兴县苏家吉铝土矿开采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告

一、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4号）规定，现将本项目相关内容进行公示。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ML01POJSP ⁃
WrhD_V36PgIA 提取码：iwt2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相

关部门及有关专家。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起止时间：填写公众

意见表、发送邮件、电话、信函等方式；期限 2021 年 9 月

22日~2021年 10月 9日。

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

李先生 0358-2948176
评价单位：太原市麒达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金先生 1820341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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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54秒 26！”

当 现 场 主 持 人 念 出 这 个

时间时，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

水馆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

欢呼声。在刚刚结束的第十

四届全运会女子 200米自由泳

决赛中，广东队汤慕涵打破了

山东队杨浚 在东京奥运会上

创造的全国纪录。

“纪录的存在，就是为了

打破的。”面对自己保持的全

国纪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内再次被刷新，杨浚 很坦然，

“参加全运会是一种全新的感

觉，国内竞争也非常激烈。队

友发挥得很好，我也感觉很开

心，这对中国游泳整体来说，

是非常好的提升。”

在 参 加 本 届 全 运 会 之

前 ，杨 浚 今 年 已 经 三 次 打

破自己所保持的纪录。3 月 6
日 ，在 全 国 游 泳 争 霸 赛 肇 庆

站女子 200 米自由泳决赛中，

她以 1 分 54 秒 70 打破日本选

手池江璃花子创造的 1 分 54
秒 85 的 亚 洲 纪 录 ，并 刷 新 自

己 保 持 的 全 国 纪 录 。 5 月 4
日的 2021 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暨 东 京 奥 运 会 选 拔 赛 上 ，杨

浚 再次将这两项纪录提高

到 1 分 54 秒 57。

东京奥运会上，杨浚 气

势不减，在女子 4×200 米自由

泳接力决赛中，第一棒出发的

她以 1 分 54 秒 37 的成绩再次刷新个人保持的全国纪录，并

为中国队抢得先机。最终，她与汤慕涵、张雨霏、李冰洁一

起在接力赛中夺冠并打破世界纪录。

作为全国纪录新的“接棒者”，汤慕涵欣喜于自己表现的

同时，也不吝为其他队员送上称赞。“优秀的人越多越开心，

不只是单项，这也代表着我们的接力项目以后在国际上会非

常有竞争力，多来几个我们也会很开心。”

不懈追求、不断超越、心怀团队，无论是超越前辈还是突

破自我，赛场上，队员们正是以这样奋勇争先、互相鼓舞的方

式，让中国游泳的精神在一代代运动员间不断传承。

今年 5月，在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不

满 16 岁的浙江小将余依婷在两天内两次刷新女子 200 米个

人混合泳世界青年纪录：预赛中，她游出 2分 09秒 88，改写了

池江璃花子在 2017 年创造的 2 分 09 秒 98 的世界青年纪录。

决赛中她更进一步，把世界青年纪录的“标杆”提高到了 2分

09秒 64。
余依婷的偶像是她浙江队的队友、奥运冠军叶诗文。在

22日晚的全运会女子 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上，两人同场竞

技，小妹妹战胜了大师姐。赛后，余依婷将感谢送给了一直

鼓励她前行的“小叶姐”。

“‘小叶姐’的心态，包括她从低谷坚持到现在的努力都

值得我学习。一个运动员不会永远在巅峰，我很能体会她的

心情。她也经常给我建议、给我打气，她说要我放开游，最重

要的还是要战胜自己。”余依婷说，希望自己可以尽快接“小

叶姐”的班，但现在成绩还不够，她会更加努力。

从当年横空出世的“小叶子”，到如今后辈口中的“小叶

姐”，历经风风雨雨，如今出现在全运会赛场上的叶诗文，多

了几分沉稳和成熟。叶诗文曾经说过，她希望混合泳的金牌

能一直被中国人获得，这份薪火相传的期待，也让她对年轻

队员的成长寄予厚望。

“余依婷拿冠军是意料之内的。”叶诗文说，“我也想建议

年轻运动员，不管是什么比赛，要放平心态，勇敢地接受和面

对失败。”

新华社西安9月22日电

传
承

超
越

团
队

—
—

全
运
会
游
泳
赛
场
上
的
另
一
种
﹃
接
力
﹄

□
新
华
社
记
者

赵
雪
彤

陈
晨

李
琳
海

“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坚

信，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让

我们坚定信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

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

加美好的世界！”

9月 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

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

重要讲话，以大国领袖的担当和胸怀，高举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为国际社会团结抗疫

注入信心，为全球共同发展指引方向，为因应

世界变局擘画蓝图，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

响。

勇担历史责任 回答时代课题

这是继去年出席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

列高级别会议后，习近平主席再度出席联大

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已

被深刻改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必须以信心、勇

气、担当，回答时代课题，作出历史抉择。”时

隔一年，再次亮相联合国讲坛，习近平主席

把脉国际大势，用四个“必须”指明人类前进

的正确方向——

“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

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

“我们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

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我们必须加强团结，践行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

“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

泽说，战胜疫情、复苏经济、加强团结和完善

全球治理都是当前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

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这四个‘必须’，有助于

各国政治领袖洞悉时代大势，采取符合本国

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

什么是各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说，习近平主

席在讲话中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国人

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

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

定。”

陈凤英说，习近平主席面向各国政治家

提出四个“必须”，着眼的是全人类共同未

来，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和人民的选择，展现

了一个大国领袖的勇气、责任与担当，有助

于为各国共克时艰提振信心。

提出中国倡议 推动全球发展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实现

人民幸福的关键。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

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坚持

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

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呼吁各方共同推动

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陈凤英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

展倡议，这六个“坚持”蕴含了中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宝贵经验，呼应了各国人民追求

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为各国聚焦发展、团

结发展、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阮宗泽认为，六个“坚持”针对全球发展

面临的突出问题，系统阐释了为什么要发展、

向什么要发展，以及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

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

义。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注发展中国家

特殊需求”“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

科技发展环境”“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

色复苏发展”“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

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

工 业 化 、数 字 经 济 、互 联 互 通 等 领 域 合

作”……围绕全球发展中的诸多具体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中方主张。

陈凤英表示，这些主张同中国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相契合，

体现了中国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知

行合一，特别是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

目”，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主采取

的又一重大举措，为各方树立了榜样。

分析人士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

首次提出“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中国

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孙敬鑫说，眼前的困难一再提醒世人，人类是

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在发

展领域尤为如此。“我们的观点是，在人类追

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

“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进一

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体系，必

将有力引领新阶段的全球发展新实践。”孙敬

鑫说。

弘扬多边主义 引领进步潮流

进入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国际关系中

的一些动向令人担忧：冷战思维沉渣泛起，

强权政治逆流横行，一些国家热衷于以意识

形态划线，打造地缘争夺的小圈子。

“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

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

路”“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

民的权利”“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

必然失败”“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

圆”……

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呼吁践行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为国与国和

平和睦和谐相处指明现实路径。

孙敬鑫认为，这些主张是对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的呼应和升华。联合国是世界上

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

组织，中方在联合国讲坛上提出上述主张，道

出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心声。

“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通过三个“只有”，习近平主席表

达中方对联合国事业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坚

定支持。

陈凤英表示，去年 9 月以视频方式会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主席强调

了“只有一个体系”和“只有一套规则”，此次

又加上“只有一个秩序”，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

“当前，个别国家打着‘重回多边主义’

的旗号，声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于人，用

少数国家的‘帮规’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的国际法则。习近平主席重申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是正本清源。”她说。

今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

年。50年来，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又在“建设者”“贡

献者”“维护者”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共产品

的提供者”这一新表述，进一步明确了新时

代的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定位。

阮宗泽表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

国当之无愧。无论是将“一带一路”打造成

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还是始终致力

于推动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近年

来，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已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征。

“建设者、贡献者、维护者、提供者，正是

中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断迈向世界舞

台中央，展现负责任大国风范、担当的真实

写照。”阮宗泽说。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解读

□ 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王宾 成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