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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担当实干 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持续推动粮食稳产和农业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三）

“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积极发展
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保障好
广大农民群众基本医疗”“团结带领乡亲
们脱贫之后接续推进乡村振兴”……连
日来，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回响在巴山蜀
水，这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总书记又一次为四
川这个农业大省指明的前进方向。

旗帜指引方向，核心领航未来。大
家纷纷表示，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
把总书记的指示和嘱托转化为全省做
好“三农”工作的具体实践，持续推动粮
食稳产和农业现代化，加强乡村卫生体
系建设，加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心
全力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让老
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
“天府粮仓”

总书记高度关注粮食安全这一“国
之大者”。两个月前，赴海南考察，第一
站就看了三亚崖州湾的种子实验室。

这一次，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
从育种环节来到试种阶段。

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
称，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
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
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总书记的
这番话，被成都崇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忠记在了笔记本上。

杨忠说，目前崇州36.2万亩水稻全
部播栽完毕，预计今年稻谷产量将达
18.84万吨。

同样把总书记嘱托记在笔记本上
的，还有农业农村厅厅长徐芝文。

“今年我们将重点通过稳定扩大粮食
作物种植面积，以稳定增加粮食产量。”徐
芝文介绍，年内四川将继续下达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500万亩左右，并严格用
途管制推动“良田粮用”，为筑牢“天府粮
仓”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再出一把力。

稳定增加粮食产量，不只靠“藏粮
于地”，还要“藏粮于技”。

“继续探寻粮食高产稳产的科学密
码。”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介绍，总书记
在永丰村考察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

试基地，正是四川农业大学马均教授团
队努力的成果之一。视察期间，总书记
对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付出予以高度肯
定，让全校师生倍感振奋。

吴德表示，四川农业大学将牢记
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倾斜资源和力量，
聚力打好种业翻身仗、助力种业振兴，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千方百计多产粮的共识，在全省各
地不断凝聚。

“要让各级党政一把手更加重视粮
食生产。”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
丽萍介绍，今年，我省将在总结归纳去
年经验做法基础上，分类分区设置考核
指标和酌情调整评分占比，让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考核更加名副其实。

“还要把农民种粮积极性调动起
来！”省委农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四
川将打出实施种粮大户补贴、稳定扩大
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和标准、落实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及配套农机购置补贴
等“组合拳”，鼓励农民多种粮。

一些谋划已展开。
在攀西地区，推动安宁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着力打造“天府第二粮仓”的设
想正在加速转变为现实。攀枝花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伍从银说，当地将加快水
利工程配套建设、推广稻—菜轮作耕作
模式，进一步扎紧“米袋子”。

在总书记刚视察过的眉山市东坡
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正在谋划，把种
粮大户们组织起来，进一步提高种粮本
领，用良田、良种、良法来种好粮。

共同努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6月9日晚，德阳广汉市连山镇锦

花村，刚刚实现大春“关秧门”的村民们
聚在村委会，通过电视收听收看总书记
视察四川的新闻。当听到“推进农业现
代化，既要靠农业专家，也要靠广大农
民”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掌声。

锦花村种粮大户杨萍说，总书记的
这句话，充分肯定了广大农民兄弟的突
出贡献，也坚定了大家继续从事农业生
产的决心和信心。

农技人员同样备受鼓舞。
“总书记心里一直牵挂着我们。”在

全国产粮大县合江县，已做了3年农技
特派员的朱建忠感慨万分。他说，总书记
对农技人员的肯定，让他感到过去3年
的付出和汗水“都值了”。

“一定要走到基层去，到农业生产
一线去，要把科研论文写在大地上”是
科研人员的共识。

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吕火明说，近年
来，通过与农业大县合作，省农科院已累
计在全省培训农民上千万人次，先后选
育推广“川油81”“川油83”“川油106”等
高产高油优质油菜品种，平均亩产达200
公斤以上，普遍增产15%以上。

吕火明表示，省农科院将继续整合
力量和资源，以更大力度组织实施更大
范围的农业科技培训和示范，以新农
技、新农艺助推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
业、高效农业，推动四川农业现代化再
上新台阶。

在省畜牧科学研究院，“科技下乡”
已成为各研究所下半年工作的首要任
务。省畜牧科学研究院院长蒋小松说，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精神，扎根基层、服务基层，把
畜牧科技成果带到农村去，把现代畜牧
生产技术传授给广大农民，服务畜牧生
产全过程。

巴蜀儿女正在行动。
广安市广安区东岳镇井山村晚熟柑

橘种植基地内，全省首批致富带头人、柑
橘种植“土专家”邓刚已把“田间课堂”的
课程排到6月底。他说，要尽快把疫情耽
误的时光抢回来，让大伙尽快掌握果园
管理技术，夺取又一个丰收年。

在广元市苍溪县亭子镇，种粮大户
冉定聪把10多名职工送进镇农技服务
中心“充电”。冉定聪说，自己今年新添
置了一架农用无人机、两台新式拖拉
机，还种植了数百亩新品种水稻，趁着
眼下秧苗返青时节，正好让大伙再提
升，早日成为“土专家”。

让老百姓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
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省乡村振兴局局长张伟注意到，
总书记来川视察期间，专门就做好贫困
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出指示和
要求，这为下一步全省抓好防返贫工作
指明了重点。

张伟表示，四川将继续做好脱贫户
就业帮扶工作，重点是对受疫情影响返
乡的脱贫劳动力和脱贫家庭就业困难
高校毕业生做好跟踪服务，全力稳住脱
贫人口就业规模。

要全心全意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
件办好。6月10日一大早，成都市郫都
区唐昌镇战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高德敏组织全体党员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该
村下一步改善人居环境等工作。“总书记
来四川专门调研了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情
况。”高德敏回忆，2018年2月，总书记
到战旗村视察，叮嘱当地在党组织的带
领下，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好。随后，战旗村以培育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和农旅融合为抓手，不断蹚出
乡村振兴新路子。去年，全村集体资产
在2017年基础上翻了一番，村民人均
收入达3.5万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来川视察期间，总书记强调，乡亲

们吃穿不愁后，最关心的就是医药问
题。“哪怕几块钱的医药费都不是小事。”
省卫生健康委主任敬静表示，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为全省下一步补齐农村医疗
短板指明了方向。今后五年，四川将聚
焦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全力打造农村30分钟健康服务圈，
为全省农民兄弟健康保驾护航。

想要全心全意把老百姓的事一件
一件办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
头作用。

“我们将继续建强引领乡村振兴的
战斗堡垒。”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四川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开展实施百乡千村先锋培
育行动，加强“一肩挑”人员和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监督，锻造更多推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领头雁”。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成栋 徐莉
莎 唐子晴文莎 魏冯 樊邦平

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在《大公报》
创刊1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
信，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一个多世纪
以来，《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
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

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
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
《大公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
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增
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
了贡献。

习近平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
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
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庆祝仪式
12日下午在香港举行，仪式上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
《大公报》创刊于 1902 年 6月 17

日，是目前世界上仍在发行的历史最悠
久的中文报纸。2016年与香港《文汇
报》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
后，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形成了立足香
港、面向全球华人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习近平致信祝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强调

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
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6月12
日，记者从成都市大气、水、土“三大战
役”办公室获悉，根据最新空气质量预报
结果，6月13日起成都有中度及以上臭
氧污染风险，且将持续3天及以上，按照

《成都市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1
年版）》相关规定，成都决定于2022年6
月13日零时启动臭氧重污染天气黄色
预警。值得注意的是，机动车尾号限行
时间不受臭氧重污染天气预警影响。

6月13日零时成都启动臭氧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机动车尾号限行时间不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