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子路 于新悦

  春天，寓意着勃勃生机，蕴藏着无穷
力量。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全国两会如
约而至。住鲁代表委员肩负使命、满怀信
心，共赴一场“春天的盛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 周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山东加
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强省
建设的关键一年。聚焦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山东实践新篇章，住鲁代表委员认真履职
尽责、共谋发展，一份份议案提案、一项
项意见建议，接地气、冒热气，传递民情
民意，凝聚智慧和力量。
  “新质生产力”，已成为从中央到地

方部署经济工作的关键词，也是代表委员
积极建言献策的热点。走进中车青岛四方
机车车辆公司，一辆辆正在装配的动车组
车厢整齐地排列在生产线上。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李
文龙代表，忙着和工友们讨论如何让一项
新完成的技能创新成果推广得更好。
  高铁是“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名
片。从时速200 公里到350 公里，再到600
公里，“中国速度”背后是一条艰辛的自
主创新之路。李文龙参与了高速动车组以
及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装配制造，创新了
多项工艺操作法，破解了一系列难题。
  创新成果不断取得突破，激励着李文
龙勤勉履职、扎实调研。“调研中，我明
显感觉到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靠创新，靠
创新的技术、创新的人才。”李文龙说，
今后将继续努力钻研技艺，带动团队提升
技能水平、攻关更多难题。
  扎根生产一线20 多年，豪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电火花科研小组组长王钦峰
代表将关注目光放在了基层创新上。 2023
年，他参与的六轴联动电火花成型机
床、连续流化工装备技术等项目都取得
了新进展。在豪迈集团，创新理念深入
人心。
  “群众的创新创造蕴含巨大的潜力
和能量，关键是给足创新动力，形成创
新浓厚氛围。”王钦峰建议，应给失败
以充足的理解和宽容，消除创新失败的
后顾之忧。“把金点子、好创意、好办
法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金钥
匙’，让创新创业的激情在齐鲁大地竞
相迸发。”
  耕海牧渔，逐梦深蓝。在深远海航行
的“国信 1 号”养殖工船，一年能养出
3700 吨鱼。令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
员孙黎委员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艘“巨
无霸”，机械化、自动化设备处处皆是，
从捕捞到加工全过程仅用时45分钟。

  “海洋是我们的宝库，经略海洋为
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山东海洋资源
丰富，全面建设现代化海洋强省前景广
阔。”扎根科研一线30 多年，常年在青
岛开展海洋生物学和水产养殖研究，孙
黎见证了山东海洋渔业的日新月异。 2023
年，她多次调研海洋传统产业质效提
升 ， 对 山 东 做 强 现 代 海 洋 渔 业 充 满
信心。
  同样关注海洋经济发展的还有烟台市
市长郑德雁代表。去年，全国首个海洋经
济开发区——— 长岛“蓝色粮仓”海洋经济
开发区落地烟台。围绕推动开发区快速起
势、全面建设，烟台出台了“飞地”产业
园、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海水养殖保
险等一揽子支持政策。
  海上开发区是新鲜事物，可以借鉴的
经验不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进。
经过反复调研论证，郑德雁发现，链式思
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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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质质增增效效，，乡乡村村振振兴兴齐齐鲁鲁样样板板成成色色更更足足
——— 山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述评之五

  □ 本报记者 毛鑫鑫

　　春潮涌动，万象更新。放眼齐鲁沃野，
一片片返青小麦长势喜人，一批批特色产业
拔节成长，一个个和美乡村串珠成链……一
幅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乡村振
兴美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强国必先强
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三
农”工作一直十分关心并寄予厚望。2018 年3月
8 日，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
兴，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当年6月，总
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再次强调，扎实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沿着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山东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稳步
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持续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有
序推动“五个振兴”在齐鲁大地开花结果，
奋力再创“全国农业看山东”的新辉煌。

　　“今年小麦苗情很好，专家跟我们说，

要及时镇压，增温保墒，预防‘倒春寒’，
也要做好病虫害防控。相信有了这些技术措
施，今年收成差不了！”2 月 20 日，在济南
市章丘区刁镇的麦田里，全省“万人下乡·
稳粮保供”农技服务大行动春季田管专项行

动启动，农技专家现场察苗情、送技术，这
让当地种植户孙金水对丰产增收充满信心。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田间管理的成
效，直接关系到夏粮丰收，关系全年农业生
产大局。在即将进入春季生产关键时期之

时，动员组织省市县乡四级1 . 8 万名农技推广
人员深入一线，将增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这是山东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下出的“先手
棋”。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山东坚定
扛牢大省责任，不断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
膀，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2023 年，山东
粮食总产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131 . 1 亿斤，
同比增加22 . 3 亿斤，粮食增量占全国增量的
12 . 6%，交出了一份稳产保供的亮眼成绩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高基数上再增
产并非易事，而山东找到了重要抓手——— 单
产提升。去年，山东全面启动实施主要粮油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强良种良法配
套、农机农艺融合，遴选发布主推技术 97
项、主推品种33 个，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达到98% 以上，全省高中低产区实现均衡增
产，粮食亩产达到449 . 5 公斤，同比增加8 . 1
公斤。
　　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山东强化整套集
成、整体推进，聚力打造“吨半粮”优势
区、“吨粮”优势区，示范带动全省粮食增
产。德州市于2021 年秋季启动“吨半粮”生
产能力建设，计划用5年时间建成128 万亩的
全国首个大面积“吨半粮”核心区，2023 年
102万亩核心区地块已达到创建目标。
　　不仅粮仓愈发充盈，山东牢固树立大食
物观，挖掘设施农业、畜牧业、海洋渔业、
盐碱地生产潜力，果菜菌、肉蛋奶、水产品
等量大质优，位居全国前列，为丰富广大人
民群众餐桌作出了重要贡献。
　　稳产保供，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今年，山东将在稳面积的基础上，继续主攻
单产提升，         （下转第二版）

　　回望攻坚克难的奋斗足迹，传递人民
群众的殷切期盼，描绘高质量发展新的蓝
图，激荡民族复兴的火热情怀……三月的
首都北京生机盎然，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共
赴春天的盛会。
　　沧海横流显本色，万山磅礴看主峰。
近日，多位代表委员同新华社记者交流，
讲述他们的履职故事，道出他们共同的心
声——— 总书记的嘱托激励我们一路向前！

　　2 月9 日除夕夜，“中国天眼”台址
总控室里一派繁忙。来自宇宙深处的射电
信号，正等待科研人员解密。
　　“总书记提出‘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领跑
转变，在一些领域要保持领跑优势’，我们
须臾不敢懈怠。”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天眼”总工程
师姜鹏说，凭借超高的灵敏度，“中国天眼”
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及引力波探测等领
域产出一系列世界级成果。
　　2021 年2月，在贵州考察调研的习近
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天眼”项目负责人和
科研骨干，并视频连线“中国天眼”总控
室的科技工作者代表。
　　三年间，“中国天眼”跑出了极目深

空的加速度，让我国走到人类“视界”最
前沿。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江苏省镇江市姚桥镇，初春的麦田绿
意盎然。一台无人驾驶的自走式喷杆喷雾
植保机张开“双臂”喷洒药剂，农民通过
扫码远程进行田管。
　　2万多亩田地，先进科技赋能处处可
见。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镇江
市镇江新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魏巧返乡创业的梦想已在这里生根
发芽。
　　“像魏巧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
好！”2023 年 3 月5 日，江苏代表团审议
现场，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勉励这位“ 80
后”新农人。
　　2023 年，魏巧所在的合作社带动1万
多农户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增收，“还要推
进农业生态产业化系统建设，带动更多
‘ 90 后’‘ 00 后’加入乡村振兴”。
　　一项项深远谋划，化作壮美的奋斗
图景。
　　2024 年1月，作为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中的首个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进入全
面施工阶段，将使中线工程年调水量由原
来的95亿立方米增至115 . 1 亿立方米。
　　“总书记亲自部署的长江经济带发展

重大战略，正在造福沿江两岸，润泽亿万
人民。”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黄艳计划在全
国两会上展示“数字孪生汉江”的最新
成果。
　　“我们团队研发的数字孪生系统可对
物理流域进行实时监控预测模拟、及时发
现问题并优化工程调度，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更加及时精准的水安全保
障。”黄艳说。
　　临近全国两会时间，来自徐工集团的
单增海代表不禁又想起2017 年12 月，习近
平总书记到徐工集团考察，叮嘱“创新是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很多核心技术是求
不到、买不来的”时，是那样语重心长。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总书记念兹
在兹。
　　2023 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首场“代表通道”，单增海自豪讲述“国
之重器”的硬核实力———
　　卡塔尔世界杯的场馆内，中国制造处
处可见；电影《流浪地球 2 》的“宇宙
级”施工场景，有国产工程机械担任“特
殊演员”……
　　通过电视直播，习近平总书记关注到
了单增海的讲述。当天下午，总书记来到
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坐在总书记对面的

单增海刚一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就认出
了他。
　　单增海的汇报十分响亮：“您当时乘
坐的全地面轮式起重机，关键指标已达到
全球第一。”
　　今年，单增海又带来好消息：新一代
全球最大吨位轮式起重机不断刷新纪录。
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等基本实现自主
可控。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临夏开放大
学副校长董彩云，难忘和总书记“连通”
的那条路。
　　2019 年全国两会，甘肃代表团审议
现场，董彩云对总书记说，当地缺少一条
连接外部的高速公路，孩子们去周边上学
要坐一天车。
　　总书记听后指出，“各部委同志都
在，要积极吸收采纳代表建议”。
　　2023 年 12 月，积石山突发地震，这
条总书记关心、推动建设的高速路发挥了
连通震区“生命通道”的重要作用。
　　多次深入安置点调研后，董彩云把推
动民族地区教育的相关建议写得更实，把
山里娃走向山外面的成长路径想得更细：
“我们还要继续加强乡村教师培训，用教
育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新征程上，年轻干部重任在
肩、大有可为，必须牢记初心使命、
顽强拼搏进取，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
棒。”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 2024 年
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的重
要指示，在我省干部中引发热烈反
响。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五个方面要求，是激励年轻干部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思想动
员，是引导年轻干部健康成长的行动
指南，是做好年轻干部工作的科学指
引。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初
心使命、顽强拼搏进取，奋力跑好历
史的接力棒，以实际行动践行理想信
念，在担当作为中锤炼过硬本领，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在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地的
学习经历，让威海市财政局青年干部
韩鹏感触颇深，通过在甲午战争陈列
馆、红色胶东展馆等教学点实地观
摩、聆听讲解，对“坚定理想信念要
信一辈子守一辈子”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眼下，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
地正在谋划今年的教学培训工作。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开展理
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提出新的更高
要求。”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地
管理办公室主任楚茂滨表示，将深入
挖掘威海独特历史资源、红色资源，
不断优化教育培训方式方法，进一步
增强党性教育培训的系统性、针对
性、有效性，引导年轻干部不断筑牢
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
  最近，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道青
年干部孙文杰和热线办的同事，一直
为解决群众反映的小区充电桩不够用
等问题奔波着。
  认真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之后，孙文杰深有感触：“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
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作为基层干部，我们要心中
有群众，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认真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
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办，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年轻干部‘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
头、善接烫手的山芋’，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我要做的就是坚持带领
乡亲们增加收入，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沂水县院东头镇西墙峪村
在抗战时期是红色堡垒村，2019 年，“90 后”“兵支书”王成成带
领村里建起红色记忆馆，发展起红色旅游产业。 5 年时间，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翻番、达到2 . 8 万元。“我们要学深悟透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大展作为，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力
量。”王成成说。
  “总书记强调，要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战略思维和全局观念，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
长远，切实把年轻干部工作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做到久久为功、常
抓不懈。”济南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刘国亭说。
  近年来，济南市把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作为强省会建设的战略
性、基础性工程，                （下转第二版）

总总书书记记的的嘱嘱托托激激励励我我们们一一路路向向前前
——— 来自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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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山东粮食总产达

1131 . 1 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发展过万家，国家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达到 7个

  2023 年，山东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 3 7 7 6 元，增长

7 . 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

步缩小

  全省启动建设省级示范片

区 138 个，带动市县启动建设片

区 1 3 0 0 余个，覆盖村庄 1 . 5

万个

资料：毛鑫鑫 制图：巩晓蕾
担当

  ——— 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

任，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高水平建设“齐鲁粮仓”

    图图为为曲曲阜阜市市尼尼山山镇镇鲁鲁源源新新村村。。（（□□记记者者  吕吕光光社社  报报道道））

（一）同心筑梦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