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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青春的身影。他

们接过父辈的重任，用新的理念和技术打开

新的天地。

离开稻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港中坪村

种粮大户戴宏家中看望。院子里，为春耕准

备的插秧机、抛秧机、喷洒农药用的无人机，

以及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一应俱全。

戴宏告诉总书记，自己承包了480多亩水

田，全部种植双季稻，去年种田纯收入55万多

元，政府还补贴了7万多元。

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种粮户不能吃

亏，有钱赚，才有种粮积极性。”

湖广熟，天下足。”八百里洞庭浩浩汤汤，

湘资沅澧绵延流淌，滋润出湖湘大地的沃野

粮仓。

“我常说，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

手里，而且里面应该主要装中国粮。我们14

亿多人靠谁都不行。现在生活好了，也千万

不能忘记这一点。”总书记的话给村民们吃了

“定心丸”，“党中央会继续鼓励支持我们广大

农村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继续完善这方面

的政策，让种粮也能够致富，让广大农民生活

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断过上更幸福更美好的

生活。”

粮食，一头连着百姓民生，一头连着国家

安全。

湖南在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担当重任

——以占全国2.8%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4.4%

的粮食，水稻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

21 日上午，在听取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工

作汇报时，总书记从粮食安全谈到粮食的损

失浪费问题：“我在农村插队时，扛麦子都不

能换肩，换肩抖一下，麦子就会掉下来浪费

了。现在粮食损失有不少在机收上，要改进

机械，避免粗放作业。”

他要求湖南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守牢耕地红

线，坚决遏止耕地“非农化”和基本农田“非

粮化”。

从湖南放眼整个中部地区，全国13个粮

食主产区中有5个在这里。2023年，中部6省

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9.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

中部6省考察，每一次必谈粮食安全。

在20日下午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座谈会上，中部6省主要负责同志不约而

同谈到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问题。

听了大家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守住耕地

这个命根子，抓住种子这个要害，实施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加快种业、农机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加

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同时，坚持大农

业观、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

加工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为现代
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对于统筹

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

远考量和战略部署。

如何把教育、科技、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

问题。近年来，总书记到中部地区各省考察，

每到一地，都着重强调这个问题。

18日下午，春雨绵绵，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考察调

研。

一师前身是创办于南宋年间的城南书

院，因承续千载文脉而厚重，更因近代以来培

养出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名师大家

而闻名。

一走进学校大厅，两侧墙壁上书写的校

风、校训格外醒目，习近平总书记驻足凝视。

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

生”，为一师学生毛泽东所题；校风“实事求

是，不自以为是”，为一师老师徐特立所写。

中国共产党人的风范，浸润在字里行间，引发

总书记的深思。

湖湘大地，红色热土，一大批优秀中国共

产党人从这里走向历史的舞台，灿若群星、光

彩夺目。

英杰辈出，源自办学者的长远治学眼光。

学校展厅里，一张张百年前学生们参加

体育锻炼、义务劳动、野外演习、社会实践等

的老照片，展现出一师坚持“三育并重”“身心

并完”，以让学生全面发展的先进办学理念。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我们现

在的学校教育也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要流于

只教知识。”

临别时，师生们围拢过来，高声向总书记

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在我们国家积

贫积弱的年代，当时一批爱国者就觉得中国

要强大就要办教育。”

好学校的标志是什么？怎么办好学校？

总书记语重心长：“学校的办学宗旨，既

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又要引导学生立志

报国。现在，世界又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代青年学子正当其

时。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有责任共同把教育

办好、把学生培养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培

养一批批栋梁之材。”

掌声在校园里久久回荡，青春的面庞洋

溢着自信的笑容。

中部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有 700 多所高

校，在校生占全国的30%。为现代化建设提供

强大动力，既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也要坚持

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部

地区加快崛起的新动能。”在新时代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

合，发挥中部地区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

离开一师，总书记来到巴斯夫杉杉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主营锂离子电池

正极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中德合资技术

创新企业，产品应用于电动汽车、手机等多

个领域。

在企业展厅里察看产品展示，走进综合

分析室、电池技术中心，总书记深入了解企业

研发情况。

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是

企业不断成长壮大、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

在，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在这方面都可以大有

作为。”

离开公司时，习近平总书记同公司德方

负责人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企业经营还有什

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位负责人表示，企业得到当地政府的

很大支持，这里机会很多，发展很有潜力，希

望和中国的团队一起让湖南制造的电池材料

走向全球。

“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我们愿意

同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欢迎更多外国企

业来华投资发展。当前，我们把高科技领域

作为发展的重点。我们愿意和各国企业加强

合作，共同发展。相信你们在这里一定会有

一个非常好的前景！”总书记说。

于大势中谋划，在全局中落子，方能认清

角色定位，发挥特色所长，抓住机遇发展。

中部地区制造业门类齐全，是我国重要

的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这是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的硬核实力。

总书记明确指出，中部地区要立足实体

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

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

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

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

动力。

总书记要求中部地区，深化要素市场化

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全面清理纠正

地方保护行为，推动各种生产力要素跨区域

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参与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

对外开放水平不高，是影响和制约中部

地区崛起的一个重要短板。

总书记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

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新亚欧大

陆桥、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打造更多高能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

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自觉加强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展
现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持久魅力

常德河街历史悠久，曾毁于1943年的常

德战役。近年来，通过修复重建，成为留住历

史记忆、传承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

19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从长沙来到常

德，首先考察了常德河街。

一场春雨过后，阳光格外温暖。街道两

旁商铺林立，土特产品、饮食小吃、特色工艺

品琳琅满目，古香古色又不失烟火气息。

沿着麻石板路，总书记步行察看河街风

貌，进商铺、询物价、唠家常，不时同店主、游

客、市民亲切交流。

街边，一名小伙子正在制作擂茶。陶钵

里，一根山胡椒棒来回研磨，将生米、生姜、茶

叶等食材捣碎混合，煮成当地招待客人的必

备饮品。总书记走上前，观看擂茶制作。

小伙子告诉总书记，天下擂茶一家亲，无

论是哪里的，都蕴含着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要传承下

去。”总书记说。

鸳鸯走马楼里，集中展示了常德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在观看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示

后，总书记指出，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

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华文明，也助推经济社

会发展。常德是有文化传承的地方，这里的

丝弦、高腔、号子等要以适当载体传承好利用

好，与时俱进发展好。

人文与经济互促互荣，文化传承与经济

发展相得益彰，这是湖南发展乃至中部地区

崛起的应有之义。

“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

跃的现代文化，是湖南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丰

富资源和深厚基础。”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传承历史文化，赓续革命

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湖湘文化在

新时代实现新发展、呈现新气象，在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新作为。

常德，因水而生、滨水而兴。沅澧两水穿

行流过，汇入茫茫洞庭。

微风轻拂，水清岸绿。在常德河街，总书

记来到穿紫河畔，听取当地水环境综合治理

等情况。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近年来，常德实施河

湖连通、系统治理，沅澧两水干流断面水质连

续4年保持Ⅱ类及以上，河湖沿岸的滨水风光

带，成为市民群众休闲锻炼的好去处。在西

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消失已久的江豚、

中华鲟、黑鹳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又回来了，

吸引了大量观光游客，湖区周边居民收入也

增加了。

“沅有芷兮澧有兰”“芳草鲜美，落英缤

纷”，独特的历史文化、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一

个地方的最佳名片。

自然人文，山川形胜，都是无价之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守护好三湘大地的青山绿水、蓝天净

土，把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转化为旅游业的

持久魅力。

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美丽中

部”的明确要求，强调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加强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

大河和鄱阳湖、洞庭湖等重要湖泊生态环

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完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

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激发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

度重视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从《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

减负的通知》提出一条条硬杠杠、实举措，到

启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

工作机制进一步抓好落实；从确定“基层减负

年”，到通报曝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

例……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下，一系列

举措推动基层减负工作走深走实。

关键之年，如何进一步为基层减负、提升

基层治理效能，让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奋

发作为？

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指出“持续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

实干、开拓进取，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

实落地”；在参加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

基层减负，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提振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总书记此次湖南之行，又专门考察了农

村基层减负情况。

在港中坪村党群服务中心院子里，村党

支部书记段德喜向总书记汇报了切身感受到

的变化：“我们村部最多的时候有38块牌子，

现在只有12块了。”

总书记转身看去，只见港中坪村支部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经济合

作社4块牌子，清晰简洁。

牌子减少的背后，是基层承担的事务减

少了。

段德喜告诉总书记，现在需要村里开的

证明少了，原来最多的时候有 20 多项，包括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等，现在多数都不用了，

职能部门交办的事也少了。村干部手机上

的微信工作群也从最多时的 30 多个减为现

在的4个。大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为老百姓

服务了。

总书记点头肯定。他指出，党中央明确

要求为基层减负，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精兵简政，持之以恒把这项工作抓

下去。

在听取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巩固拓展主

题教育成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树立和践

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

基 层 减 负 ，不 断 改 进 领 导 作 风 和 工 作 作

风。“抓任何工作，给群众办任何事情，都要

实事求是。”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

乘着新时代的春风，湖湘大地奋勇争先，

中部地区生机勃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的新篇章。

（新华社长沙3月22日电）

站到更高起点 挺起中部“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