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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在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第五届理事会年会

视频会议开幕式上

致辞

新华社记者王磊、何晨阳、靳赫

22 年前，这里是一张人迹罕
至的“白纸”，风吹石头跑、天上无
飞鸟；如今，这里是一幅安居乐业
的画卷，绿染荒原千里秀、洗尽贫
寒满目新。

自 1998 年起，在素有“贫瘠
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难以
就地脱贫的部分群众，怀揣着对
新生活的向往迁往地势相对平坦
的宁夏吴忠市红寺堡。随着 23 万
余人陆续迁入，红寺堡，这片罗山
脚下的土地也由昔日的荒原，渐
成我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安
置区。

从贫困发生率超过三成，到
如今的 0 . 76%；从被视为宁夏脱
贫攻坚硬骨头中的硬骨头，到今
年 3 月退出贫困县序列；从迁入
时仅有一口铁锅和破旧铺盖，到
现在开汽车、住新房……移民的
日子翻天覆地，新家的变化日新
月异。

从苦涩荒原到幸福绿洲，这
片土地沧桑巨变的奥秘何在？

生活，在汗水中发芽

在年平均蒸发量 2000 多毫
米而降水量仅为一两百毫米的红
寺堡，水是稀缺的。借助一级级泵
站，奔腾的黄河水被抬升了 300
多米流向荒原，从此旱地变水田。
但对种惯了旱地的移民来说，水
田却成了在这里立足时最大的
挑战。

“头回面对水浇地，既喜又
愁。通过农技人员讲解，我们才知
道，种水田，春季耕地时遇大风很
容易风干，种子不好发芽。”红寺
堡区大河乡开元村村民禹万喜
说，要不是每年一轮轮的农业技
术培训，他做梦也不敢想能靠种
地致富。

在西海固老家时，禹万喜不
喜种地，就爱养羊、贩粮，邻里乡
亲都说他“不安分”。但老家交通
条件差，他“折腾”多年也没起色。
听说红寺堡移民开发，禹万喜报
名成了首批移民。搬迁当天，父亲
从村口折下一根柳枝交给他：“娃

娃，你去了把这柳枝栽上，树活了，人就能活下去；如果树活不
了，你就回来。”

如今，羸弱的柳枝长成大树，禹万喜在地里“种”出了车子和
楼房。

幸福生活的“甜度”，关键看收入。
柳泉乡柳泉村村民赵小梅因丈夫患病不能干重活，一人挑

起生活重担。“在老家，靠几亩薄田，使出浑身力气也只能把肚子
填饱。来到这儿，路好水好地也好，只要多吃苦，生活就真能甜。”
赵小梅说。

除了自家 3 亩玉米地，她一年能在“别人家”地里忙 9 个月。
2 月在枸杞地里打杂，3 月、4 月修剪葡萄藤，6 月开始采摘枸
杞，7 月、8 月采摘黄花菜，9 月左右收葡萄，10 月、11 月收萝
卜……“不得闲”的赵小梅，去年底终于脱贫了。

赵小梅的增收路，折射出红寺堡的产业选择逻辑。6000 余
亩“长美”白萝卜、5 . 6 万亩枸杞、8 . 02 万亩黄花菜、近 10 万亩
酿酒葡萄……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能错峰用工的产
业，争取让村民全年无闲。

“目前我们九成以上的建档立卡户都有增收产业，农民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移民之初的不足 500 元，增至去年底的 9825
元，其中特色产业收入超过 40%。”红寺堡区委书记丁建成说，
大力发展适宜本地的产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支撑。

命运，在书本里改写

“1999 年 6 月，13 岁的我在老家刚上初一就辍学了，不是
因为不喜欢上学，而是在老家上学的路太苦了，要翻越几个山头
才能到学校。”红寺堡区干部马兴龙回忆说，辍学后的那个夏天，
他随父母搬到红寺堡，家门口的学校让他重新燃起对读书的渴
望。他成了红寺堡首批初中生、首批高中生，那届 300 余名高中
生近半数考入大学。

幸福生活的“厚度”，取决于重视教育的程度。
作为移民区，红寺堡的贫困学生多。为了让每一个贫困学生

都能有学上，当地用好国家、自治区和社会各界助学措施：高中、
中职、高职、大学本科等阶段的建档立卡户学生，以及非建档立
卡户二本以上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每人每年可获得 1000 元至
7000 元不等的资助；对贫困程度较深的马渠生态移民区，筹措
专款免除幼儿园保教费，补助幼儿生活费……不仅如此，2017
年红寺堡在宁夏率先设立教育扶贫基金，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
况下，每年筹措不少于 1000 万元，对贫困学生进行常态化资助。

每个被教育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背后，都有一批乡村好老
师。可乡村学校凭啥留住好老师？凭待遇，凭关爱。

按照学校离城市远近、艰苦程度，核定农村教师补贴，最近
的人均每月可享受 260 元补贴，最远的可享受 860 元；每年为
45 岁以上的教师免费体检一次……大力度的倾斜政策，让教师
队伍扎下了根。靠着扎根乡村的名师指路，红寺堡区高考一、二
本上线率连续多年在西海固九县区中名列前茅；中考、高考成绩
位于吴忠市前列。

升学率的提高，是更多农村孩子命运的改写，是一个个贫困
家庭的“脱胎换骨”。

村民马忠莲的家在红寺堡区新庄集乡红川村，推开家门，干
净整洁的地板、时尚的水晶灯和新款沙发，充满着都市气息。

“这些都是大闺女去年大学毕业后用工资‘攒’下的。”没念
过一天书的马忠莲有些羞涩地说，以前还曾因女儿放学只顾写
作业不去喂牛而呵斥过她，如今“苦日子熬出头了”。

“红川村的大学生，不仅是全村摘穷帽的底气所在，更是红
火日子的保障。”红川村驻村
第一书记杨虎说，全村常住
人口 4900 多人，近 4 年已毕
业大学生 150 人，目前还有
210 人在大学就读。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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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俊、褚晓亮、孟含琪

民以食为天。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
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
平总书记曾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省考察时又特别指出，吉林要把保障粮食安
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从东北黑土地到中原大地，再到江南鱼
米之乡，新华社记者近期采访发现，各地正着
力发展现代种业，不断提升耕地质量，推进绿
色转型……中国人用沉稳有力的双手托起中

国碗，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中国碗装更多中国粮

盛夏，黑龙江省海伦市自新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大豆田已经封垄。合作社理事长
付正武说，这大豆品种是“东生 17”，正常年
景亩产量可达 400 斤，蛋白含量在 40% 以
上。“东生系列”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
业生态研究所自主研发培育，具有高产、高
油、高蛋白、抗倒伏等特点，已成为黑龙江省
内许多地区的主打品种。

近年来，我国粮食作物育种技术不断突

破创新，玉米、大豆、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产
量持续提高。

第三代杂交水稻 2019 年 10 月首次测产
取得亩产 1046 . 3公斤的成绩，耐盐碱水稻（海
水稻）稻作改良试验面积增至万亩以上，2020
年在全国推广超级杂交稻品种“超优千号”千
万亩以上……在袁隆平等科研人员助推下，我
国水稻良种培育不断创新，产量屡攀高峰。

在世界三大主粮中，杂交育种难度最大
的小麦育种也在取得新突破。在山西，历经
40 年钻研，山西省运城市蓝红杂交小麦研究
中心主任冯树英团队成功育成世界独特的
“F 型小麦雄性不育系”品种。专家组评价，该
品种杂种优势十分明显，为我国大幅度提高
小麦单产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目前，“F 型小麦雄性不育系”已完成关键

环节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团队又完成了第
二代“F 型小麦雄性不育系”的创制工作。
“第二代产品杂种优势更强，结实率更高。”冯
树英说。

不仅育好种，还要教农民种好粮。在吉
林省白城市通榆县边昭镇的农田里，农民
汤金鹤家玉米长势旺盛。老汤家的农田是
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教授崔金虎“帮
种”的。

去年，崔金虎选用国内优质品种在 90
亩农田里开展试验，并教会农民科学的密
植播种技术、施肥灌溉技术以及病虫害综
合防治技术。经专家组测产，试验田每亩比
相邻最好的玉米田块增产 80 . 9%。今年在
崔金虎指导下，汤金鹤家采用新作业方式
生产，高产增收在望。 （下转 5 版）

让百姓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夯实粮食安全基础端牢中国饭碗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本报记者刘亢、凌军辉、蒋芳、王恒志

“江”“苏”，看似简单的两个汉字，藏着中
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江”字里那一笔水
的灵动温润，“蘇”字里有鱼有米的富庶，正是
让人向往的“人间天堂”。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江苏追求发展与美丽同行的道路越走
越宽。在新时代美丽中国的缤纷拼图中，苏
式工笔引人入胜。

绿色发展护美育美、城乡统筹各美其美、
颜值气质内外皆美、各方参与美美与共……
锚定“强富美高”新要求，不断拓展美的形态、
完善美的内涵、延伸美的空间、丰富美的体
验，美丽江苏画卷正徐徐呈现出新的江南
盛景。

生态优先，美丽与发展同行

江苏美，美就美在江湖水。这里“江河湖

海”齐全，涵养出江苏特有的气韵：既有长江
的壮阔、大湖的波澜、黄海的浩瀚，也有运河
的延绵、水乡的温婉……

这个特别的夏天，洪水突袭，长江保卫战
世人瞩目。波涛汹涌之下，另一场长江保卫
战紧锣密鼓。

清查“三无”船舶、清除“江鲜”广告、完善
渔民安置……江苏“零容忍”取缔长江偷捕地
下产业链，对长江干流江苏段、重要支流和通
江湖泊全面实施清船、清网、清江、清湖，让母
亲河得到充分休养。

行走在江苏的长江两岸，看得见越来越
多的留白。长江南京段全长 97 公里，最长一
段在栖霞。近年来，栖霞区累计关停、搬迁
600 多家落后产能企业，生产退、生态进，风
光秀美的滨江岸线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好
去处。

禁渔、退岸，大刀阔斧做减法，为的是长
远增生机。决心背后，是江苏重新界定人与

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

察时将“环境美”作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
的鲜明标识。从那时起，江苏人一直在重新
思考美的内涵。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刘聪上任以
来，一项重要工作是绘制“三生空间”一张

蓝图。“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既为子孙计、为长
远谋，又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力争
从过去的生产性工程思维转向生态性有
机思维，把城乡作为‘生命共同体’来规
划布局。”

（下转 4 版）

▲ 7 月 27 日，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开启泄洪深孔泄洪（无人机照片）。7 月 26 日 14 时，受长江上游强降雨影响，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
50000 立方米每秒，迎来长江 2020 年第 3 号洪水，27 日 14 时洪峰流量达到 60000 立方米每秒，拦洪削峰达 36 . 7% 。 新华社发（王罡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记者陈炜伟）国
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数据，6 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665 .5亿元，同比增
长 11 .5%，增速比 5月份加快 5 .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介
绍，今年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呈现“前
低后高、由降转升”走势。分季度看，二季度工
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4 . 8%，一季度为下降
36 . 7%，尤其是 5、6 月份，利润分别增长 6%
和 11 . 5%，增速逐月加快。

朱虹分析，6 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加

快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和销售增长加快、
工业品价格降幅收窄、单位成本下降。此外，
钢铁、油气开采、石油加工、有色等重点行业
利润改善明显。

统计显示，二季度，绝大多数行业利润增
速回暖，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7 个行业利
润增速比一季度加快（或降幅收窄、由负转
正），其中 25 个行业利润实现增长。装备制造
业、高技术制造业利润显著改善，消费品制造
业利润增速有所恢复，原材料制造业利润降
幅明显收窄。

“尽管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状况明显
恢复向好，但总体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影响，市场需求依然偏弱，企业生产经营仍
然面临不少困难，上半年累计工业企业利
润同比仍下降 12 . 8%，利润增长结构也有
待进一步优化。”朱虹说，全球疫情仍在持
续蔓延，国际经贸形势复杂严峻，工业利润
增长的持续性仍存在不确定性。要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积极
贯彻落实各项援企助企政策，稳住经济基
本盘，不断巩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6 月份工业利润增速加快

海海天天成成 韵韵流流芳芳
探寻江苏美丽之道

▲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滨江风光带景色（4 月 7 日无人机照片）。 （郭建汛摄）

三三峡峡水水库库有有效效拦拦蓄蓄长长江江 22002200 年年第第 33 号号洪洪水水削削峰峰达达 3366 .. 77%%

随着最后一根 500 米长轨铺设完成，新建太
（原）焦（作）铁路轨道铺设全部完成（7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新建太焦铁路轨道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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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庞明广、严勇

高考成绩出来后，
张桂梅的手机响个不
停，都是山里那群女孩
的“报喜”。一向不太爱
玩手机的她，对着屏幕
一看就是个把小时，直
到一一回复完她们的短
信为止。

2008 年起，张桂梅
担任云南省丽江市华坪
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这
是当地一所专为贫困山
区女孩创办的学校，也是
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公办
女子高中。十多年来，这
里先后有 1600 余名女孩
考上大学，走出大山。

今年 7 月，华坪女
高有 159 名学生参加高
考，其中 150 人达本科
线，本科上线率 94 . 3% 。
在外人看来，女高再次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三年前，来女高就读
的学生当中有很多人底
子薄、基础差，能取得这
样的成绩实在难得。

“张校长看起来有
些平静，不过我们已经
做好准备被她批了。”近
三年每年都带毕业班的
地理老师张红琼坦言，
全县文理科最高分都在
女高，600 分以上的人数比往年还多几个，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可张桂梅还是有些不满意，一个人坐
在大树底下若有所思。“孩子们还可以考得
更好，发挥正常的话，个个都能达到本科
线。”她说，今年受疫情影响，学生们前期在
家上网课效率不高，这方面可能吃了些亏。

不过，也有“黑马”让张桂梅感到欣喜。
陈明思是张桂梅在女高的其中一个“室友”，
同住一个宿舍快三年了。今年，她顺利达到
了本科线，查到分数后，第一时间就把好消
息分享给了这个给予她最多陪伴的人。

“有点出乎我意料，考前那段时间，这
孩子不怎么爱说话。没想到，最终还是坚持
了下来，挺为她感到高兴的。这也是她们家
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哦。”张桂梅笑着说。

（下转 3 版）
【相关报道见本报 7 月 10 日 13 版

《“燃灯校长”送 1600 多名女孩出深山》】

■报道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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