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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在
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到来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
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
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黄
淮罕见“烂场雨”、华北东北局地严

重洪涝、西北局部干旱等灾害影响，
全年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为推
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
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稳住农业基本

盘，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
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坚持把增加农
民收入作为“三农 ”工作的中心任
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
来越美好，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新画卷！

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强调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新华社杭州 9 月 22 日电 （记
者 王宾 马剑）9 月 22日下午，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见来
华出席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建立中叙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叙利亚是最早同新
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当
年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提案

国之一。建交 67年来，中叙关系经受
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友谊历久
弥坚。中叙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成
为两国关系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里程
碑。中方愿同叙方不断充实两国关系
内涵，推动中叙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
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叙方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

相互坚定支持，维护两国和广大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
方支持叙利亚反对外来干涉，反对单边
霸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
支持叙利亚开展重建，加强反恐能力建
设，以“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推动
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改善同其他阿拉
伯国家关系，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
更大作用。 ■下转第3版

习 近 平 分 别 会 见 叙 利 亚 总 统 科 威 特 王 储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代理主席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9月23日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
式并宣布本届亚运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进行图文直播。

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23日晚在浙江杭州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亚运会开幕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章奎）
9月 21日，自治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具体贯彻落实方案。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主持。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办好两件大
事，谋划好具体项目，落实好工作举
措，以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为
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光伏治沙和新能
源倍增行动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因地
制宜，加强统筹、精细布局，在农光互补、
林光互补、牧光互补方面探索总结更多
新模式。要聚焦新能源电力消纳，策划
好应用场景布局，防止出现“弃光”现
象。要加强电网和电力外送通道建设，
加快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会议特别强调要坚持一手抓新能源
开发利用，一手抓装备制造业发展，做好
延链强链补链工作。

会议研究了推动呼包鄂乌一体化发

展的若干举措，指出一要进一步深化认
识，加强自治区层面统筹谋划，全力以赴
把区域发展战略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二要精心谋划，逐项研究如何实现呼包鄂
乌基础设施、产业集群、科技创新、对外开
放等方面一体化。三要大胆创新，打破条
条框框，盟市和厅局都要提出推动落实的
非常规举措。四要握指成拳、形成合力，
站位国家大局、自治区全局深入研究推
动，努力把四个城市变成一个城市群。

会议还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完
善医疗卫生服务等事项。

自治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王莉霞主持

本报 9 月 22 日讯 （记者 李
晗）9月 22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
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审议了自治区的贯彻落实
方案。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
内涵和实践要求，把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以完
成“五大任务”为主攻方向，以落实自
治区实施方案为抓手，全力推动地区
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东北振

兴战略。要抓紧细化实化量化实施方
案，把党中央要求转化为一件件具体
可操作的工作措施，明确责任主体，狠
抓落实落地。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党委和政
府秘书长会议部署要求，以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推动办公厅工作提质增效。
全区党委和政府办公厅要牢固树立政
治机关意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切实在“两个维护”上当
好表率、作出示范。要努力当好参谋
助手，为党委和政府多出好主意、多提
好建议，下大气力解决“三多三少三

慢”问题，推动“规范、精减、提速”，加
强统筹协调，全面提高“三服务”工作
能力水平。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
期有关贺信、回信、复信精神，并结合
实际就加强科技交流合作、支持海关
工作、加强文化建设、推动中欧班列扩
容增量、促进海峡两岸青年交流合作、
提高高校办学质量、深化中美民间往
来等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中期评估
报告》。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孙绍骋主持

□籍海洋

四季耕耘乐，最喜是丰收。金秋时
节，玉米黄了、谷子熟了、瓜果飘香……
一幅幅丰收图景在北疆大地徐徐铺展。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
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
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围绕今
年“庆丰收 促和美”的丰收节主题，内
蒙古推出了全区绿色生态农牧业招商
引资推介会、乌兰牧骑展演、“丰收优
品”电商直播等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活动，充分展示全区“三农三

牧”发展成就和新时代农牧民风采。看
丰景、说丰年、庆丰收，不光是为了在礼
赞劳动、珍惜粮食中为农牧民喝彩，更
是要鼓励和推动全社会形成关注农牧
业、关心农村牧区、关爱农牧民的浓厚
氛围，让农牧业搭乘现代化的快车，让
农牧民从中受益，这既是丰收节的题中
之义，也是丰收节赋予我们前行的不竭
动力。

仓廪实，天下安。内蒙古作为国家
粮食主产区和粮食净调出省区之一，建
设好国家“粮仓”“肉库”“奶罐”，既能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也能更
好促进农牧民增收，是固国富民的战略
举措。以中国农民丰收节为有效载体，

全力打好秋粮丰收保
卫战，在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中
展现内蒙古担当，做好
地、水、种和粮、肉、奶
的文章，“中国碗”里的

“塞外粮”就会越来越多，农牧民的“钱袋
子”就会越来越鼓，农牧业就能成为更有
奔头、更有甜头的产业。

放眼北疆大地，每一滴汗水都见证
农牧民的辛劳，每一个季节都在为新的
收获筑基。紧跟时代脚步，耕耘不辍、只
争朝夕，在丰收的喜悦中激荡前行力量，
把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得量
大质优，内蒙古农牧业发展必将收获更
多新的打开方式、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
空间。

在丰收的喜悦中激荡前行力量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春华灼灼，秋实离离。当二十四
节气跳跃到秋分时节，第六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在这个致敬辛勤
的节日，放眼内蒙古大地，处处涌动着
喜悦与希望。

兴安盟的稻谷熟了，金黄的稻穗
在秋风中“笑弯了腰”；赤峰的苹果
红了，沉甸甸的果实挂在枝头；锡林
郭勒大草原的牧草丰收了，牧民打
草忙……这是天道酬勤的硕果，这是

致敬耕耘的礼赞，这是亿万农牧民汗
水描绘的画卷，这是古老农耕文明焕
发的时代新颜。

秋粮渐次熟，各地忙收获。截至9
月19日的农情调度数据显示，玉米、马
铃薯、杂粮杂豆、向日葵收获速度都快
于上年同期速度……抢收，传递出浓
浓的丰收味道。

丰收的歌谣唱起来，乡村文化火
起来，农畜产品售卖忙起来，丰收的喜
悦洋溢在农牧民的脸上。

9月19日，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内蒙古主会场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

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着全区“三农
三牧”发展成就和新时代农牧民风采。
在活动主会场，6万多平方米的场地上
搭建了 124个风格迥异的展示展销及
美食品鉴展位，来自全区12个盟市300
多家企业的1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在
这里展示展销，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购
买、品尝。还有全区绿色生态农牧业招
商引资推介会、9·19电商节、乌兰牧骑
展演等系列活动，同时开设“丰收优品”
电商直播间，邀请网红为全区 12个盟
市的特色农畜产品进行助农带货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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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畴沃野尽“丰”景 粮安天下嘉年华
——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看五谷丰登的喜悦

本报 9 月 22 日讯 （记者 白
丹）9月 18日至2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强率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调
研组，就“运用法治方式推进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在我区开展专题调研，召
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和意见建
议，并进行互动交流。

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先后赴巴
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
地，深入自然保护地、行政单位、司法
机关、高校等进行调研考察，与广大干
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在调研座谈会上，周强指出，内蒙

古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轨道，运
用法治方式，强化法治保障，生态环境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积累了新经验。

周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完善
相关法律制度，健全司法行政衔接机
制，实现管理模式法治化、规范化、信

息化。要强化普法宣传教育，加强执
法力量建设，不断提高执法司法能力
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职能作
用，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为以法治方
式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贡献智
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副主任阮成发，全国政协常委印红，
全国政协委员卢希、翟青、潘碧灵、巩
富文、崔丽娟参加调研。自治区副主
席奇巴图出席座谈会介绍我区相关工
作开展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
虎主持座谈会并陪同调研。

周强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我区调研
阮成发参加

赤峰市松山
区穆家营子镇古
都河村沉甸甸的
谷 穗 随 风 飘 荡,
在灿烂的阳光下
泛着金光，农民
正在进行收割。
今年，古都河村
谷子种植面积达
到 2988 亩，大部
分谷子采用覆盖
地 膜 的 方 式 种
植，在保持土壤
湿度的同时，还
提高了产量。

本报记者
李雪瑶 摄

金秋到
收谷忙

□本报记者 高敏娜

又是一年丰收季，又是一个醉人
秋。时下，兴安盟百万亩稻浪飘香，
经过近半年充足阳光和雨水的哺育，
颗粒饱满的水稻已经沉淀出成熟的
本色。

1.2万年的驯化成就

稻米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是全世界的主要食物之
一。“一粒米”的前世今生，凝结着中华
儿女的智慧和汗水，映照着中华文化
的万千气象。

中华大地上的古人对水稻一点
儿都不陌生。早在一万多年前，水稻
就得到了长江流域先民们的青睐。
沿着长江一路向东，在中游的湖南省

道县玉蟾岩，几粒碳化的稻壳和稻
谷，在距今 1.2 万多年前的遗址中被
发现，后被证实是普通野稻向栽培初
期演化的原始古栽培稻类型；在江西
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
再次发现距今 1.2 万年前的人工栽培
稻植硅石……

漫长历史演变，先民们不断对野
生稻进行筛选和栽培，它的生物特性
和形态特征随之改变，终于成为适宜
人类食用的栽培稻。我国特有的稻
作农业体系也逐步形成，包括水田耕
种技术、节气和历法、谷物加工方式
和蒸煮粒食习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

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帝国开始，到北宋王朝建立的
公元 960 年，小麦一直充当着中华粮
仓里的主角。这一时期，尤其是经
历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纷乱，
随着人口大量南迁和不断增长，小
麦已经无力养活当时的民众。关键
时刻，适应能力和产量超强的占城
稻站了出来，夺取了“霸主地位”。
北宋初年，占城稻被泉州商人从东
南亚带到了福建等地广为种植，直
接刺激了两宋时期人口的大爆炸。
占城稻，让中国人口数量首次突破
了 1亿大关，然后便进入了缓慢的增
长期，直到明末清初，农耕区的人口
基本上维持在宋朝的水平。

■下转第3版

一株逆袭“野草”带来的百万亩稻香
——农耕文化系列报道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