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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罗
门群岛建立外交关系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为人
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70年》白皮书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香港多场庆祝活
动逐渐展开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21
日在中国驻塞使馆举行的国庆70

周年招待会上致辞说，中国是塞
尔维亚最真诚、最可信赖的朋友

伊朗军方 21日在德黑兰
展出其今年 6 月击落的美国
RQ-4“全球鹰”无人机残骸

法国巴黎市警察局 21日
宣布，截至当天傍晚，在处置当
天“黄马甲”等游行示威活动中，
共逮捕 164名暴力分子，对 395
人开出罚单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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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 1 月 11 日 至 2 月 7

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

北京举行，从中央到县级的负责

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会议。这

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

大的工作会议。会议发扬党内

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

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全面调整起

了积极作用。

会议结束后，在刘少奇和周

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直接领导

下，中共中央于 2月和 5月相继召

开西楼会议、五月会议，进一步正

视和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

势。刘少奇指出：现在处于恢复

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

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

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认识比较统一的基础上，

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大力

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

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

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

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

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

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

同经济调整相配合，党对社

会政治关系、知识分子政策、科

学教育文化政策也做了进一步

调整。

调整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明显

效果。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

开始好转。为进一步扭转局面，中

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的时

间继续调整。在调整中，还进行

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在

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和进行

两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取

得了一定成效。到 1965 年，原定

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

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

建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统一全党思想 推动全面调整

7070壮丽壮丽 年年··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许世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

名高级将领。1905年2月出生于

今河南省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

洼。早年入少林寺习武，后投身

军 旅 ，曾 任 国 民 革 命 军 连 长 。

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1927年 8月转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 11月参加黄麻起义，先

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连长、营

长、团长、师长、军长等职。在鄂

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多次

参加敢死队，两次任队长，屡挫强

敌。在反“六路围攻”中，他指挥

万源保卫战，打垮了数量上占绝

对优势的敌人。1936年底入抗日

红军大学学习。

1940 年后，他任八路军山

东纵队第 3 旅旅长，1942 年任

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

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

巩固和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的

斗争。1947 年任华东野战军第

9 纵队司令员，参加莱芜、孟良

崮战役。同年 8 月任华东野战

军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

令员，率部进行胶东保卫战和

周 张 、潍 县 、兖 州 、济 南 等 战

役。1949 年起任山东军区副司

令员、司令员。1953 年参加抗

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

兵团司令员。在长期的革命战

争中，许世友出生入死，身经百

战，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

了不朽的功勋。

1954 年回国后，许世友历

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解

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

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

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江

苏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司

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

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5

年 10月 22日于南京病逝。

许世友将军在毕生的革命

生涯中，历尽艰险和曲折，其英

勇的精神、刚直的性格和富有

传奇色彩的经历，写就了他独

特的一生。（据新华社郑州 9月
20日电）（新华社记者 王烁）

出生入死 身经百战——许世友

据新华社武汉 9 月 22 日电
（记者王自宸）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武汉）测试示范区 22 日在江城武

汉揭牌，百度、海梁科技、深兰科

技等企业获得武汉市交通部门颁

发的自动驾驶车辆商用牌照。这

是武汉在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领

域 迈 出 的 关 键 一 步 。 今 后 ，无 人

驾驶车辆不仅可在开放道路进行

载 人 测 试 ，也 可 进 行 商 业 化 运 营

探索。

记者在现场看到，示范区内道

路每隔几百米就设置有多功能交

通监控杆，5G+北斗高精度定位系

统已在这里大范围应用，可实现毫

秒级的时延和厘米级的定位。开

放示范道路上，多台智能网联汽车

正在进行载人试运营。

无人驾驶车辆可进行商业化运营

武汉颁发自动驾驶商用牌照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

的动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需要汇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需要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增进团结。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继

续前进，就必须增进全国各族人民的

大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人民政协工作作出部署，强调

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

识作为中心环节，为新时代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谱写人民政协事业

发展新篇章指明了努力方向。

尽最大可能谋求共识，在更广范

围赢得共识，就能得到更多支持、争取

更多主动，为攻坚克难、爬坡过坎凝聚

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民

政协要通过有效工作，努力成为坚持

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

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

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

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

的重要渠道。发挥人民政协“重要阵

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引导

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

界人士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

时事政策，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

统一战线历史、人民政协历史，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就能更好实现

思想引领、凝聚共识，把大家团结起

来，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就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这里的关键

是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

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

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不要

搞成“清一色”。要及时了解统一战线

内部思想动态，把在一些敏感点、风险

点、关切点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同经

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求同存

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

各界人士实现思想上的共同进步。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就要广泛凝聚共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广泛汇聚团

结奋斗的正能量。要发挥人民政协

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

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对各民主党派

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

建议作出机制性安排。要健全同党

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机制，全

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引

导港澳委员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拓展同台湾

岛内有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各界人士的交流交往，吸收侨胞代表

参加政协活动，积极开展对外交往。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今天，我

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尤须加强大团结大联合，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奋进新时代，

承载着近 14 亿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行稳

致远，驶向充满希望的光明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调
动
一
切
可
以
调
动
的
积
极
因
素

—
—

论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中
央
政
协
工
作
会
议
暨
庆
祝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成
立
七
十
周
年
大
会
重
要
讲
话

丰 收 是 对 辛 勤 劳 作 的 人 民 最 好 的

馈 赠 。

河南新郑裴李岗村，地下埋藏着中国

最 古 老 的 村 庄 ，有 着 9000 年 的 农 耕 历

史。95 岁的村民代格妞经历过战乱、灾

荒，虽然早就过上了“不种地也有粮吃”的

日子，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种麦、收粮，每年

在家里存上 200 斤的粮：“粮食是咱老百

姓的命根子。”

距代格妞家的“小粮袋”100 公里开外

的十三朝古都洛阳，有个 1000 多年前的国

家粮仓。相当于 50 个足球场大的回洛仓

城里建有 700 座内径 10 米的藏粮仓窖，可

储粮 3.85 亿斤，这个名副其实的国家粮仓

为兴盛的隋唐王朝奠定了基础。

大国粮仓，于民，是饱腹安身之本；于

国，是安邦定天下之基。新中国成立 70

年，河南牢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

丰粮仓、稳粮仓、优粮仓，在乡村振兴中努

力实现建设农业强省的目标。

“麦秀两歧、穰穰满家”，丰收成为绽

放在中原大地上的不败之花，把河南的小

麦抓在手里，全国的丰收就有了基础。然

而，伴随着“粮满仓”的喜悦，粮食生产品

质不够高、结构不够优、效益不够好等问

题开始凸显，“大而不强”成为河南“丰收

的苦恼”，“粮仓不优”的短腿制约了农业

现代化的脚步，农民辛苦种粮不赚钱、企

业守着粮仓喊“缺粮”的尴尬局面深深地

刺痛着河南。

为了破解这些问题，河南加快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打造“优质粮

仓”。“黎阳收、顾九州”，古称黎阳的河南

浚县，一直是重要的粮食产区。金秋时

节，浚县 30 万亩高标准粮田里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这里曾是河南小麦高产的标

杆，但在 2016 年，地边“高产创建实验田”

的牌子调整为“优质麦基地”。

从“高产”到“优质”，绝不是简单地换

个词，而是河南粮食种植结构调整的写

照。河南不断优化粮食生产结构，优质专

用小麦种植面积由 2016年的 600万亩发展

到 2018 年的 1204 万亩，翻了一番。同时，

河南还加大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截至 2018年底，河南建设高标准粮田 6163

万亩，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7%以上，全

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 60.7%，努力打造

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

“实践证明，优质粮食是最宝贵的经

济资源。”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

说。在充足的优质原粮供应保障下，河南

紧抓“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发展壮大粮

食加工业。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县临

颍，已拥有食品加工企业 120 多家，年粮

食总加工量达到 300 万吨，盘活了周边 20

多个县的余粮市场。

农业兴、百业兴。在“优质粮仓”的支

撑下，河南农产品加工业稳中有增，食品

工业成为河南万亿元支柱产业，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支撑着河南向农业强省迈进。

年丰时稔粮满仓，百姓殷实国兴旺。

中原大地、沃野千里，不仅收获着岁岁丰

收的喜悦，更播撒出乡村振兴、民富国强

的期盼。

（新华社郑州9月22日电）

粮仓之 努力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

大国粮仓的新时代交响
——河南农业70年观察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林嵬 宋晓东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仓廪殷实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盼，但对于中国

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让老百姓“吃饱

饭”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粮产丰庶，但也

灾难深重。1942 年，河南遭遇严重的自然灾

害，绝大多数地区几乎颗粒无收。在河南新

乡刘庄村，刘树峰家实在活不下去了，父母把

大姐卖了换了两间草房，二姐换了一斗高粱，

弟弟换了一斗高粱和一斗玉米，从那以后老

妈妈每次喝高粱糊糊都哭着说，这是孩子换

来的。那一年，河南百姓沦为灾民，大小粮仓

空空荡荡。

新中国成立后，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头等

大事之一，河南掀起了恢复粮食生产、兴修农

田的高潮。在刘庄村，刘树峰和村民们一起

挖坡填沟，把村里 700 多块不打粮的沟洼地

整理成 4 大块高产田；1952 年，河南建成人民

胜利渠引黄灌区；1955 年，国家制订并实施

黄河治理总体综合规划，曾泛滥成灾的黄河

灌溉良田、哺育人民。河南粮食生产条件得

以全面改善。

1978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一声

号响，鼓舞着人民的干劲，也开启了科技丰

粮仓的新篇章。那一年，出生在河南一户普

通农家的茹振钢正值参加高考，小时候经常

吃不饱的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让全村人吃

上 白 面 馍 ”，他 毫 不 犹 豫 地 选 择 了 农 学 专

业。“当时我立志一定要用科技让中国人吃

饱饭，让中国粮仓装满粮。”茹振钢说。40

年来，茹振钢培育出 20 多个高品质小麦品

种，其中“矮抗 58”抗倒、抗冻、抗病，每亩产

量至少提升 200斤。

占世界 7%的耕地，要养活全世界约 20%

的人口，中国人怎么“吃饱饭”曾让世界担忧，

但今天的河南，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农业技术不断提升，大国粮仓迎来一个又一

个丰收：2018 年河南粮食总产量达 1330 亿

斤，是 1949 年的 9.32 倍；河南用全国 1/16 的

耕地生产了全国 1/10 的粮食。1978 年，还

“吃不饱”的河南需要从十多个省调入粮食；

2018 年 ，河 南 向 全 国 调 出 粮 食 及 其 制 成 品

400 亿斤，粮食生产成为河南的一大优势、一

张王牌，为全国人“吃饱饭”作出贡献。

粮仓之 让老百姓“吃饱饭”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告别了饥饿与短

缺，连年实现丰收的中国如何继续抓好农

业、稳住粮仓，成为治国安邦的一项考验。

如果将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粮食产

量绘成一条曲线，会发现这条增长线在

1985 年 和 2000 年 左 右 有 两 个 明 显 的 凹

点，这曾是中国粮食生产的危险信号，在

河南尤为凸显。

1997 年，河南郸城县农民贾云飞和村

里十来个年轻人南下打工。贾云飞说，当

时都说种粮不如打工，有钱不怕没粮吃。

1997 年后河南出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

长、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粮食“卖难”，最严

重时，河南小麦库存达 2500 万吨，出现了

“卖不掉、装不下”的局面。在基层工作 30

多年的河南新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希

山记得，当时社会上出现一种错觉，认为粮

食太多了，不用种粮了。从 1998年到 2003

年，我国粮食产量“五连跌”直接导致粮价

上涨、物价跟涨。“2003年白面价格一直涨，

还有谣传说粮库要空了，吓得我赶紧在家

里囤了四五袋面。”贾云飞说。

粮仓稳、天下安。立足保障粮食基本

自给的方针，我国一面加大农业投入，调动

农民种粮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一面开启

“稳粮仓”的改革，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制

度、“粮袋子”省长负责制，还成立了中国储

备粮管理总公司。“种粮给补贴，耕田不纳

粮。农民得实惠,一心奔小康。雨露泽华

夏，党恩永不忘。”2005年，三门峡市南梁村

建起了一座 3 米高的“感恩碑”，这是村民

为了感谢国家免征农业税自发竖起的。

种粮有支持，卖粮有保障，农民有了

“主心骨”，粮仓越扎越稳。

三农工作连续 10多年写入中央“一号

文件”，像是一个信号，又一次吸引了贾云

飞。“不管啥时候，粮是根本，农是基础，国

家粮仓必须稳住。”时隔 20年，贾云飞主动

回到老家承包 2000亩土地，成为新时代的

“守仓人”。如今，贾云飞这样的“守仓人”

越来越多，在河南有超过 12.3 万个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和 4.7万名种粮大户，他们规模

化经营、机械化作业、科学化种粮，守卫着

新时代的丰衣足食。

粮仓之 守卫新时代丰衣足食

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九分场的麦田里，农民操作大型收割机收获小麦（2018 年 6月 4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茹振钢在察看小麦长势（2015 年 5 月

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9月22日，在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人们在一

条交通主干道上骑行。

当日是布鲁塞尔一

年一度的无车日，从早

9 点半至晚 7 点，市区内

除公交车、出租车和部

分特种车辆外，其他机

动车辆禁止上路，市内

公共交通免费。大批市

民走上街头，享受没有

机动车的“宁静”周末。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布鲁塞尔：
乐享无车日

丰 稳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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