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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在河南省商水县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农机手操作机械收割小麦（5 月 29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小图）在河南省邓州市刘集镇石营村，村民在田间展示麦穗（5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新华社记者王丁、宋晓东、韩朝阳

隆隆的收割机一路北上，丰收的喜悦洒
满中原大地。

截至 6 月 11 日，河南麦收已基本结束，
8500 多万亩小麦颗粒归仓。“越是面对风险
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
食品安全”，经历了疫情的考验，面对小麦病
害、干旱等不利因素，特殊而难忘的庚子之
年，“中原粮仓”河南再次交上一份丰收的答
卷，稳稳地扛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特殊年再交丰收答卷

揭开锅盖，氤氲而来的除了麦香，还有那
浸满丰收的喜悦。一锅白面馍、一桌农家菜，
每年 6 月麦收时节，四世同堂的欢声笑语都
会在河南省新蔡县狮子口村的时家小院里回

荡。而今年，“大家长”时中龙显得格外激动。
今年 74 岁的时中龙经历过饥荒、遭遇过

水灾，但今年着实让他揪心了一把。正值“一
喷三防”的关键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
门不方便，麦田春管成了大问题。让他放心
不下的，还有远在武汉、深圳、兰州等地的孩
子们。

看着村干部将农药化肥送到家门口，看
着国家迅速控制住了疫情，时中龙的心安稳
了许多，借着这股劲，又扛过了接连而来的小
麦病害和干旱。直到前两天，家里 10 多亩小
麦收获完毕，一亩地千斤麦，摩挲着饱满坚实
的麦粒，品咂着新麦蒸出的馒头，时中龙的脸
上露出了笑容。

幸福在心头洋溢，丰收的画卷在中原大
地铺开。

河南省滑县，50 万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里，联合收割机倾泻下金灿灿的
麦粒，亩产超过 1300 斤；延津县通郭村，千
亩丰产方实打亩产超过 1710 斤，刷新全国
冬小麦单产纪录。在基层农业部门工作近
30 年，河南省商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祁
勇这个农业战线上的“老兵”，对丰收充满
了信心：“春管没落下，病害提前防，旱了水
浇地，良种抗倒伏，这么好的条件，丰收没
悬念。”

“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
候都不能丢”。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
区，实现粮食生产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是河南时刻铭记、牢牢扛稳的重任。

面对疫情，河南坚持疫情防控和春耕
生产两手抓，解决了运输难、用工难、管理
难等“卡脖子”难题，小麦长势近 3 年最好；
应对干旱病害，大中型灌区开闸放水，重大

病虫害防控全覆盖，小麦条锈病累计防治
超过 6300 万亩次，是发生面积的 2 . 89
倍，赤霉病发病面积和程度是近几年最小、
最轻的一年。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河南粮食产
量已连续 3 年超过 1300 亿斤，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中原麦田又将交上
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下转 3 版）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国家主席习近
平 6 月 11 日晚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
电话。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
菲两国政府和人民互施援手、共同抗疫，诠释
了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我很高兴看到，在你
领导下，菲方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防控举措，
取得积极成效。相信菲律宾人民一定能够发
扬团结协作精神，早日成功战胜疫情，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中方愿根据菲方需要，继续向菲
方提供坚定支持。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全球防控提供资金、经验、信心，向有
需要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中方愿同菲方密
切合作，支持国际社会团结抗疫，支持世卫组
织更好发挥领导作用，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这次疫情是一场危机，但我
们要勇于在危机中抓住新机，在变局中开创新

局。中菲双方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创
新思路和方法，逐步恢复必要人员往来，统筹
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各自经济社会发
展，造福两国人民。相信在抗疫和恢复发展的
进程中，中菲传统友谊和互信将日久弥深，两
国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
景。中菲两国坚持友好，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长远利益，历史一定会证明这一点。

杜特尔特表示，今年是菲中建交 45 周
年，这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在你坚强
领导下，中国不仅自己成功控制疫情，而且向
菲律宾等伙伴慷慨伸出了援助之手，特别是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
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这将使全人类受
益。菲方将永远做中国人民的朋友，不会允许
任何人利用菲律宾从事反华活动。菲方致力
于不断深化两国人民友谊，希望同中方拓展
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尽快复工复产。菲方愿

继续同中方和世卫组织加强合作。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 11日晚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

白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彰显出深厚的
“铁哥们”情谊，体现了中白关系的高水平和
特殊性。中方坚定支持白方采取符合本国国
情的防控举措，愿继续毫无保留同白方分享
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相信在你坚强领导下，
白俄罗斯人民一定能够尽快战胜疫情。感谢
白方为在白俄罗斯学习、工作、生活的中国公
民提供帮助，相信白方将继续有效保障他们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方愿同包括白俄
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合作，共同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白相互信任、合作
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毫不

犹豫相互支持，是名副其实的全天候伙伴。中
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
发展道路。疫情不可避免对两国双边往来和
务实合作造成影响，但中白关系基础牢固，合
作潜力巨大。双方要化挑战为机遇，深化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加快推动中白工业园建设
以及各领域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推动双
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卢卡申科表示，中方一贯尊重白方自主
选择的发展道路，为白方抗击疫情提供了有
力支持，分享了宝贵经验，对白疫情防控发挥
了重要作用，白方对此深表感谢。白中是好朋
友、好兄弟。白方坚决反对将病毒政治化、标
签化，将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坚
定站在中方一边。白方愿同中方一道，充分利
用中欧班列扩大双边贸易，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我热切期待疫情过后
能够尽快再次欢迎你到访。

习近平分别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电话

“有党和政府持续努力，有各族群众不懈
奋斗，今后的生活一定会更好更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宁夏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
表示，要一鼓作气、尽锐出战，确保如期实现
脱贫目标，上下齐心、真抓实干，坚持不懈推
动高质量发展，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携手创造
美好幸福生活，共同迈进全面小康。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村是
生态移民村。6 月 8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考察脱贫攻坚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
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令我很振奋。”弘德村

回族群众刘克功说，“靠着党的好政策，在政
府的帮扶下，我不仅脱了贫，去年还花 6 万多
元翻修了住房。”

红寺堡区委书记丁建成说：“眼下，我们
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巩固提升脱贫
成果，同时按照‘ 1+4’的帮扶机制，确保脱贫
攻坚不落一户、不少一人。”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目标，还有一些“硬骨
头”要啃。贵州省榕江县扶贫办主任石晶说，
作为全国 52 个挂牌督战的贫困县之一，榕江
县正全力防返贫、控新贫、稳脱贫。

疫情成为今年脱贫攻坚的“加试题”。石
晶表示，一方面千方百计加大劳务输出，确保
在外务工劳动力稳定就业；一方面推进百香
果等扶贫产业发展，稳定实现有劳动力的贫

困家庭一户一人以上就业。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

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四川省达州
市达川区双桥村村民宋志云深有感触、也倍
受振奋。2017 年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宋志云
一家搬出大山，住进交通方便、宽敞明亮的新
居。“近年来，村里搞起了乡村旅游，我打算和
家人开个农家乐，将来日子一定越过越好。”
宋志云说。

抓好生态环境保护

夏日里，贺兰山新生的大片绿色让人心
旷神怡。

“习近平总书记对贺兰山生态环境保
护十分关心，作出‘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

态’的重要指示，让我感到由衷自豪。”白建
福说。

作为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自然
保护区清理整治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白建福
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生态从整治到恢复再到巩
固提升的嬗变。

贺兰山是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曾经，
大规模的无序开采活动给这里留下沟壑纵
横、满目疮痍的“伤疤”。

近年来，宁夏全面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
战。在大武口区大磴沟区域，40 余家洗煤厂
被拆除，当地实施生态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灌木数十万株。白建福说，我们要牢记总书记
的嘱托，持续推进贺兰山生态环境提升，让贺
兰山更绿、更美。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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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插秧
6 月上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 4 . 7 万

公顷水稻全面完成插秧工作，目前总体缓苗情况良
好，成活率较往年有所增高。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波黑主席团塞尔

维亚族成员多迪克致

信习近平，坚定支持

中方在香港问题上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

宁夏北部俗称川
区，得黄河水之利，地势
平坦，河渠纵横，湖泊众
多，宛如江南；中部荒漠
戈壁，干旱少雨，风大沙
多，土地贫瘠；南部丘陵
沟壑林立，阴湿高寒，素
有“苦瘠甲天下”之称，
是国家 级 贫 困 地 区
之一。

摆脱贫困，是宁夏
尤其是南部西海固地区
千百年来难以破解的一
道难题。

20 多年间，习近平
总书记四赴宁夏。1997
年，在福建省工作期间，
他牵头负责闽宁协作对
口帮扶，第一次走进宁
夏。西海固的见闻让他
深感震撼：

“我才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家徒四壁。一家
子既没有桌椅板凳，也
没有铺盖。家里唯一的

‘财产’是挂在房梁上的
一撮发菜，就靠卖这么
一点发菜来买油盐酱
醋。”

随后，2 0 0 8 年、
2016 年，他两次来到宁
夏，重点都是扶贫。

这次去，正是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刻。他牵挂着那些还没
有脱贫的困难群众，惦
念着那些刚刚脱贫、日
子还不富足的乡亲们。

6 月 8 日至 10 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考
察调研。3 天时间，吴
忠、银川两地，进农村，
察黄河，访社区，走田
间，看滩区，烈日炎炎，
风尘仆仆。

一切在改变。20
多年来，宁夏城乡面貌
翻天覆地，群众生活蒸
蒸日上。

唯一不变的，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 ，始终如 一 ，坚 如
磐石。

黄河新村看变迁

1997 年，来宁夏扶
贫的习近平，推动实施
了一项重大工程“吊庄
移民”：让生活在“一方
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

的西海固群众，搬迁到贺兰山脚下的黄河灌区。他为移民村
庄命名为“闽宁村”：“闽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
金沙滩。”

寒来暑往，时光如梭。20 多年来，宁夏有近百万群众从
南部山区搬了出来，光闽宁村就陆续接收了 4 万多名移民。
昔日“天上不飞雀，地上不长草，风吹砂砾满地跑”的干沙漠脱
胎换骨，闽宁村也升级为闽宁镇。这次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
询问了闽宁镇的近况。

此行，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了另外一个生态移民村，黄河岸
边的新村——弘德村。

村子坐落在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地处宁夏中部。
原本这里也是一片荒漠，刮起风来“一碗饭半碗沙”。上世纪
90 年代起，靠一级级泵站，把黄河水扬高数百米，滋养出一片
绿洲。

回族群众刘克瑞一家原来住在西海固的“山窝窝”里，8
年前移民搬迁安置到了这里。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家做客。刘克瑞陪着总书记屋里屋
外看了一遍。门口的牛棚，整洁的小院，敞亮的卧室，还有干
净的厨房。在厨房，总书记掀锅盖、开冰箱、拧水龙头，看得十
分仔细。

在客厅里，刘克瑞一家围坐总书记身边。老两口、儿子儿
媳、孙子孙女，六口之家其乐融融。习近平总书记询问他们还
有什么困难。老刘兴奋地报告总书记：“前两年就脱贫了！”他
掰着指头一项项算：

自己负责看护村口蓄水池，老伴就近打零工，一年下来少
说也有两三万；儿子儿媳在附近的纺织厂打工，年收入五六
万；家里养了三头牛，一年净赚一万多；还有土地流转费、合作
社入股费……全家年入十多万元。

刘克瑞脸上是满满的获得感。收入多了，花销还少了。
就近就业，省去了外出打工的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粮食
是自家种的，看病有新农合，孩子上学有义务教育。他告诉总
书记：“什么难事共产党都帮着乡亲们解困，乡亲们打心底里
感谢党的好政策，真正体会到‘共产党亲，黄河水甜’！”

他拿出一张老照片。那是搬离西海固老家时拍的。
那里山大沟深、破屋烂衫，只能靠天吃饭，“种下一袋子，

收上一帽子”。习近平总书记接过照片仔细端详，不由感慨：
“今非昔比，恍如隔世啊！”

在村里，习近平总书记特地考察了扶贫车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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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家闽宁协作的扶贫工厂，车间工人都是附近的村
民，多是老弱病。他们本是脱贫的短板，如今在家门口干活，
每天为纸箱穿把手，月收入千元左右。

车间负责人挨个向总书记介绍。介绍到村民老宋时，总
书记问他多大年纪，老宋告诉总书记他今年 63 岁，习近平总
书记亲切地说：“你还是我老弟呢！”村民老郑，今年 67 岁，总
书记说：“咱俩同岁！”

没想到总书记这么平易近人，老郑笑得合不拢嘴。去年
扶贫车间招工启事贴出来，他第一个进了厂。他跟总书记说：
“日子早就不难了，来这儿做工既能赚点钱补贴家用，又能跟
大伙说话唠嗑，好着呢！”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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