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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河
南考察调研。

居中国之“中”，跃黄河、依秦岭、
临太行。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
省……时间将河南的书页延展得很
长，等待赓续的书页正徐徐铺展。

中国对于历史的理解，总书记曾
深刻指出：“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大历史观里的一域一隅，深深浅
浅地镌刻下大党大国的行进足迹。河
南之行，两天时间观感深刻。总书记
语重心长地说：

“中部地区，怎样崛起？黄河流
域，怎样高质量发展？把历史视角、战
略思维，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

七十多年的跋涉
“这条路是走对了”

5 月 19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该公司前身为“一五”期间建成的
洛阳轴承厂。1954 年，田野里，洛轴
立起第一根测标。那是新中国向着工
业化梦想进发的最初岁月。“一五”时
期我国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有7个
布局在洛阳，除了洛轴，还有矿山机械
厂、耐火材料厂、拖拉机制造厂等，总
书记对此了如指掌。

这些企业伴着共和国的发展一路
向前，有过辉煌，跌过跟头，几经探
索。轴承，工业的“关节”。“挺起民族
轴承工业的脊梁”，洛轴的誓言里刻着
拼搏和壮志。

展台上，有以毫米计的精细件，也

有应用于风力发电机、盾构机的大块
头；生产线上，智能机械臂正精细作
业，各项参数实时显示。习近平总书
记细细察看，不时驻足询问，详细了解
洛轴的改革发展之路。目光所及，心
中所思，新中国在工业化之路上那些
纵横交错的印记、淬火成钢的荣光扑
面而来。

忆起“过去的洋火、洋皂、洋铁等
靠买进来”，感慨“一穷二白的中国，
156 个项目开始了工业建设”，赞叹

“我们奋发图强，靠自己的力量，搞起
‘两弹一星’”，进而谈到“今天我们成
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
大国”，话语间有沧桑，更有豪情。

历史的变迁，国际的对比，让一个
结论无比清晰。总书记坚定地说：“我
们坚持走自主发展实业的道路，靠自
己的力量发展工业、制造业，这条路是
走对了！”

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中国是否要坚持发展制造业？党

中央态度坚定，“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
缺少制造业”。卓越的战略眼光，引领
着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持之以恒布局
发力，换来的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的一步步夯实。

洛轴的跨越，正是一个观察样
本。企业负责人告诉总书记，10多年
前，高端轴承还“摸不着”，近年来，得
益于技术升级，产品工艺水平明显提
升。去年，高端轴承产值已经占到企
业总产值的七成。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制造
业的跃迁，靠的是什么？

一个答案，是科技赋能。
征途未有穷期。创新链和产业链

衔接，从“造得出”到“造得精”、由“大”
转“强”，每一步攀登，都有科技的支撑。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感触很深。
“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

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
展路子。”这句话，讲的是方向。

“遭遇‘卡脖子’，倒逼我们自己
干，反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这句
话，论的是精神。

创新，势必遇荆棘、激流、险滩。
唯有认准了方向，秉持一往无前的勇
毅、愈挫愈勇的坚韧，方能迎风破浪向
前进。

这也正是中国一路走来的模样。
一个答案，是人才支撑。
洛轴负责人汇报，当地“一厂一所

一校一院”模式有力促进了轴承行业
的发展，总书记对此表示肯定：“这里
发展轴承产业的生态好，就是产学研
一体化。”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
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打破藩篱、推
动协同变革，各地如火如荼推进开来。

“到厂里多久了？”“什么学历？”
“上岗培训是怎么做的？”“收入怎么
样？”同洛轴职工们交谈时，习近平总
书记十分关注人才的成长路径。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总书记思
虑深远：“人才是希望。推进产学研一
体化，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中国式现
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五千多年的沧桑

“多到实地去寻溯”中华文明
五千多年文明血脉，四千载城邑

肌理，十三朝古都盛景，浓缩于洛阳。
跋山涉水的中国，一次次回望，泱

泱文脉、九州精华饱含无尽的智慧和
力量。这一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走
进白马寺、龙门石窟考察调研。

穿越千年风霜的白马寺，矗立着
最早的译经道场。习近平总书记也曾
讲过“白马驮经”的典故，借此阐释文
明的交融互鉴。

古树裂纹里镌刻着时光印记，瓦
当斗拱间沉淀着历史尘沙。中轴线
上，各大殿由南向北一字排开。石马、
造像、碑刻，俯仰间都是历史文物。“马
寺钟声”的丝路回响，梵音汉韵的文明
对话，无不诠释着中华文明的包容与
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慢步细看，目光望
向历史深处。一部中华文明史，推崇
的是“五色交辉，相得益彰”，终因兼收
并蓄而历久弥新。他放眼长远：“白马
寺见证了佛教传入、发展并不断中国
化的进程。历史证明，坚持我国宗教
中国化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要积极引
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下转第2版

“把历史视角、战略思维，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河南考察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本报讯（通讯员 罗 伟 龚 睿 林
绍博）近日，乌蒙山腹地的镇雄县，15
万亩辣椒迎来移栽关键期。一株株鲜
翠欲滴的辣椒种苗在农田里绘就出一
幅“人勤地生金”的现代农业图景。

走进镇雄县尖山乡尖山村辣椒种
植基地，到处是一派忙碌的夏播景象，
椒农们穿梭田间，打孔、栽种、浇水一
气呵成，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

“我今年打算种植辣椒 1000亩左

右，‘家门口’创业离不开乡亲们的支
持，希望能带动大家多挣点钱，把日子
越过越好。”尖山乡种植大户邓彪说，
他去年种植辣椒 300 余亩，品质和产
量都比较理想，在市场上销售火热，今
年决定扩大种植规模。

通过创新“村集体搭台、企业主
导、农户参与”的三方联动机制，尖山
乡成功引入 4家企业，种植辣椒 9000
余亩。土地流转金保底、务工薪金增
收、经营分红提效的“三金模式”，既破
解了山地零散种植难题，又夯实了市
场风险防火墙。同时，“订单种植+保
底收购”为椒农织就增收保障网。

“在辣椒基地上班最好的一点就
是离家近，农活我们都是做惯了的，好
上手。”椒农罗翠花乐呵呵地说，“在这
边不仅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还能赚点零花钱。”

为全力做好辣椒移栽工作，镇雄
县农业农村局还组建了专业的“辣椒
技术服务队”，把辣椒种植课堂搬到了
田间地头。从年初的 6000 万元种植
奖补资金落地，到覆盖 28 个乡镇（街
道）的40余场实操培训，“辣椒技术服
务队”带着“每亩 400 元”的政策“红
包”和山地辣椒标准化种植技术，以及
针对性的技术培训计划，让椒农、经营

主体和种植大户吃下“定心丸”。
从2021年的4.8万亩到今年的15

万亩，5年来，镇雄县28个乡镇（街道）
的规模化辣椒基地正连点成片。5.85
亿元预期产值背后，是 8.65万户农户
人均 1350 元的增收账本。从传统种
植到三产融合，从“单打独斗”到“链式
发展”，镇雄县用工业化思维发展农
业，以市场化手段运营产业，让传统作
物焕发新生机。这一乌蒙山区的“红
色引擎”，正带动 17 万群众在产业链
上端起“金饭碗”，火红的辣椒正书写
着“一片辣椒带动一方富”的新时代山
乡巨变。

镇雄 15 万亩辣椒移栽正当时

5 月，巧家县迎来了春蚕养殖的
黄金时期。在白鹤滩街道旧营村小蚕
共育室，技术员与蚕农站在一排排蚕
匾架间，专注地观察着蚕宝宝的生长
状况。“小蚕共育依托恒温恒湿的标准
化模式，让共育蚕种成功率大幅提
升。去年我们共育了 801张小蚕发放
给养蚕大户，还有一些大户在我们的
技术指导下自行繁育，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效。”巧家营蚕桑技术服务中心经

理陈本清介绍，今年春季育小蚕 185
张，通过 20 天的快速增收周期，能为
群众带来可观的收益。

据了解，小蚕共育是通过人为营
造适宜小蚕生长的环境，培育出体质
健壮、数量充足的小蚕发放给农户，不
仅规范了蚕业生产秩序，更为现代蚕
业技术推广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小蚕
阶段，蚕生长发育迅速，是增强其体质
的关键时期，饲养得当能为后续蚕茧
丰收筑牢根基。经过共育的小蚕，不
仅发育整齐，发病率也大幅降低。蚕

农领回后，只需精心喂养 20 天左右，
就能收获蚕茧变现，凸显出蚕桑产业

“短、平、快”的效益优势，有力地促进
了蚕农增收。

“去年我家养了30张蚕，收入7万
多元，效益很不错。今年春蚕养了8张，
预计收入3万元左右。”说起养蚕带来的
收益，白鹤滩街道旧营村瓦窑村民小组
蚕农雷冲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2024 年，巧家县共发放蚕种 2.16
万张、产出鲜茧700吨，蚕农收入3660
万元；生丝产量110吨，实现工业产值

6100 万元。生产的蚕茧解舒率达
75.3%，上车率和上茧率分别达 96%、
95%，平均解舒丝长约 850米、茧丝长
约 1250米，生丝等级达到国家生产品
级6A级的最高标准，品质卓越。

目前，巧家县正构建共育示范点、
技术下乡的双轮驱动模式，通过示范点
辐射带动周边区域。蚕桑技术团队持
续开展田间指导，推广新品种与自动化
养殖设备，力争2025年进一步提升小蚕
共育覆盖率，巩固20天见效益的产业优
势，推动全县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巧家：春蚕共育 增收有方
◆通讯员 王先员

本报讯（通讯员 徐 勇）近年来，昭通市绥江县聚焦
学前教育优质、均衡、普惠的发展目标，优化资源布局，强
化办学保障，深化师资建设，构建起覆盖城乡、保障基本、
质量过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学前教育实现
从“幼有所育”迈向“幼有优育”。今年 1月，绥江县入选
教育部公布的 2024 年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市、区）名
单，成为云南首批、昭通首个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为持续优化资源布局，绥江县打好“城乡统筹+普惠
供给”组合拳，县级财政进一步加大学前教育投入，近年
来累计投入7804万元，新建、改扩建幼儿园36所，新增学
位2000余个，将幼儿园办到群众家门口。坚持资金保障
与收费管理双管齐下，县级财政通过盘活存量、整合增
量，保障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以奖补资金方式，引导
民办幼儿园合理定价并强化监管，取得近三年“零违规收
费投诉”的良好成效。

“通过扩大公办幼儿园规模、提供奖补资金等措施，全
县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100%，真正实现‘好而不贵’的
学前教育服务。”绥江县教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绥
江县实现“一镇一中心园、一村一普惠园”布局，构建起“县
城示范园引领、乡镇标准园辐射、村级合格园托底”的三级
办学架构，让学前教育资源广泛且均衡地覆盖城乡。

此外，绥江县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采取“事业单
位招考+县内选调+教师转岗”的“三个一批”模式，推动
公办专任教师数量4年增长68%，实现公办幼儿园“在编
教师全覆盖”，园长、专任教师持证率达100%。通过建立

“片区联盟”教研体系，推动县城帮扶镇村、公办带动民
办、强园助力弱园，促进优质均衡发展。2024年，全县成
功创建省一级一等示范园 2所、省一级二等示范园 1所、
省一级三等示范园1所，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3%，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100%。

5 月 21 日，在水富市云富街道
高滩村一家农产品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正抓紧包装枇杷。

近年来，水富市聚焦盘活闲置
资产、招引小型企业、建设加工场
所、促进就近就业，通过“党委统
筹+靶向招商+车间建设”模式，构
建起“厂房进村、就业到人”的工作
体系，推动就业与产业深度融合，有
效破解了企业用工难、群众就业难
的双重困境，实现了群众增收、集体
受益、企业发展的多方共赢局面。

通讯员 狄廷秀 摄

水富

抓产业促就业

本报讯（记者 苏 燕 杨 芳 安德立）今年5月21日是
第15个“世界脊柱健康日”。当天，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
院携手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开展了“保护脊柱
呵护健康”联合义诊活动。

在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门诊楼一楼大厅，昆明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及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创伤外科的专
家团队，为前来咨询的群众提供一对一的专业诊疗服务。

义诊现场，专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为患有颈椎病、腰
椎病、脊柱侧弯等脊柱健康问题的市民看诊、检查、查看影
像资料，答疑解惑，精准评估病情，并现场制定针对颈椎
病、腰椎病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和个性化自我训练方案。

患者赵明英因肩膀疼痛、手指僵硬麻木，前几天到医院查
血并做了CT检查。此次到医院取检查结果时，正好碰上义诊
活动。“遇到这个机会，我就来咨询专家，多了解一下病情。”

“专家看得仔细，检查认真，很负责任。”因小腿不适
前来就诊的黄训仙，在专家给出诊疗方案后由衷地说，

“医生们诊断后，我心里踏实多了。专家来义诊，省去了
我们奔波的路费和时间，非常方便。”

同时，专家们还为大家普及脊柱疾病防治知识，深入
浅出地讲解脊柱疾病的发病机制、常见症状，分享科学有
效的锻炼方法以及日常护脊要点，帮助群众掌握脊柱疾
病的预防技巧和自我护理方法。

本报讯（通讯员 范怀波）眼下，正值当归种苗采收的
黄金时期。鲁甸县茨院回族乡标准化种植基地内，200
余亩当归种苗长势旺盛。数十名工人正按照标准化流程
进行拔苗、分拣、分级、捆扎等种苗预处理工作，呈现出一
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从基地开始种植当归，我就在这里务工。每天能挣
10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收入 2000多元。既能照顾家里
的老人小孩，又有稳定的收入，感觉特别好。”茨院乡上茨
院村村民马娜满意地说道。

“当前正是采收当归苗的黄金时节，基地平均每天有
30名工人参与采收工作。工资按小时算，每人每小时10
元，多劳多得。”基地负责人李阳介绍，基地通过土地流转
的方式培育了 200余亩当归种苗。预计完成这 200余亩
种苗的采收工作需要一个月时间，种苗主要供应给昭阳、
巧家、永善等地的中药材种植基地，目前市场供不应求。

近年来，鲁甸县通过内培外引的方式，引进、培育了
近 10家中药材种植公司在县域内发展中药材种植。按
照政府搭建平台、企业主导经营、合作社带头种植、带动
农户增收的思路，构建起了“党组织+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目前，鲁甸县在茨院、乐红、水磨
等适宜区域规划种植当归上千亩，其中集中连片种植约
600亩，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昭通

开展“世界脊柱健康日”
联合义诊活动

绥江

推动学前教育
优质均衡普惠发展

鲁甸

200亩当归种苗
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