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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牢记嘱托 开好新局

□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高敬 崔俊杰

湖南，中国革命的重要红色沃土，孕
育了丰厚的先进文化，涌现出无数救国救
民的仁人志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调研，
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文化，擘画发展
蓝图，勉励大家从光辉历史中汲取实事求

是、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三湘儿女牢记殷殷嘱托，不断开
拓创新，锐意进取，在实现高质量发展道
路上步伐坚定。

实事求是，精神一脉相承
【红色足迹】
2020年9月17日下午，细雨飘飞。习

近平总书记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

书院中心讲堂前，总书记望着檐上的“实
事求是”匾额，久久凝思。

“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
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共产党怎么
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
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
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
理本土化。”

（下转第三版）

实事求是，从这里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湖南篇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红路 邢国军

在祖国版图的北端，小兴安岭怀抱
中的伊春像一块绿宝石熠熠生辉。这里
曾是新中国重要的森林工业基地，林业
工人铿锵的号角在群山中回荡；这里也
曾在全国重点国有林区中率先停止森林
主伐，并在2013年彻底停伐，终结林区延
续60多年的木材采伐历史。

2016 年 5 月，带着对林区发展的殷
殷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伊春市考察
调研。

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
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

总书记的“林区三问”为转型发展中
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
力。五年来，伊春市锚定“生态立市、旅游
强市”的发展定位，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
革，林区体制机制实现系统性重塑；持续
不断向生态建设发力，森林蓄积连续净增
长；加快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林区经济总
量连续增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林区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又一个春潮涌动、生机勃发的春
天。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林都伊春一
路向绿而行，步履坚实续写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干一切事都要先过“林”这一关
“往左移一点，好，就这样。”在伊春

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的春种现场，林
业职工用上了拉线工具和自制的三角测
量仪，仔细测量、多角度观察，尽量让新
栽下的树苗方阵横平竖直，赏心悦目。

城在林中的伊春本不缺树，但是林
在城中是这个城市的新目标。从2019年
开始，伊春市锁定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2020年为打基础之年，2021年围绕各项
指标全面发力，未来的伊春要打造城景
交融的生态美景。

伊美区铁路棚户区形成于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这里房屋破旧，曾是城市的一
块疮疤。4月下旬，再到铁路棚户区时，
眼前是三大块已经拆迁完毕的空地。“今
年起，这三块区域被纳入伊春市山水林

田湖草建设项目，未来这里会建成一个
城市里的生态展示区。”伊春市林草局王
月军说。

放眼小兴安岭的莽莽林海，五年来，
密林深处的变化令人振奋、引人遐思。

“看，这些去年嫁接的小苗长势多
好！”4月初，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苗
圃基地里，技术员杜振洋将越冬的草帘子
和覆土撤掉后，几株绿油油的红松苗立刻
伸展出来。原来这是为了缩短红松成熟
结果周期，用树龄小的砧木嫁接已经进入
丰果期的成熟穗，从而让红松提前70年进
入丰果期，预计这些树苗上山后，3年后可
以结塔，8年~10年就能进入丰果期。

“突破了过去小兴安岭只能春季造
林的局限，轻基质网袋容器育苗造林技
术不仅实现一年三季造林，与裸根苗相
比成活率还特别高，你看这些新移栽的
小苗成活率接近 100%！”2020年的冬季，
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峰沟林场分
公司施业区内，数千株9月份才刚刚被移
栽到山上的红松树苗表现令人惊喜。经
过了去年的试验，今年，伊春市将加大这
种新技术的推广。

通过两个数字看伊春生态建设的成
果：从 2016年到 2020年，伊春市林木蓄
积量净增长 6000 万立方米；从 2003 年
起，连续17年没有发生重大森林火灾。

把保护作为第一职责，干一切事都
得先过“林”这一关。毁林毁草、污染水
源的采矿权一律退出，党政领导干部离
任审计实行生态考核一票否决。

（下转第三版）

伊春：青山无限好 转型路更宽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狄婕）近日，交通运
输部办公厅公布了 2020 年
度“我家门口那条路—最具
人气的路”名单，全国仅 5条
路上榜，汤亮公路荣登榜单。

汤亮公路位于佳木斯市
汤原县西北部，起点国道京
抚公路，终点汤原县大亮子
河国家森林公园，路线全长
45.5 公里。该公路舒适平
稳，沿线山高林密，环境优
美，如玉带般串起2个乡镇、
14 个行政村屯、2 个国有林
场，是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的民
生路，是带动乡村旅游、生态
养殖、北药种植等特色产业发
展的产业路，是汤原县“四好
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示范
路，也是全域旅游和美丽乡村
建设中的靓丽风景线。

汤亮公路。
图片由省交通运输厅提供

汤亮公路

全国最具人气全国最具人气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思琪

5月的黑龙江，绿意盎然。12日，通过线上签完与
澳大利亚买家的出口合同后，潘晓玲推开办公室的窗
户，和风伴随着丁香花的芬芳扑面而来。

这段时间，潘晓玲的黑龙江省林科木业有限公司
摆脱疫情影响销售数据稳步提升——4 月销售额为
51.6万美元，最大订单销售额是9.8万美元；目前5月份
累计订单额为45.7万美元，最大订单成交金额为 10万
美元。

同样，订单不断增多的还有 400多公里之外的黑
龙江北货郎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现在公司正在加紧生
产，参加完各类展会后，各类订单纷至沓来，企业生产
驶入“快车道”。

在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外贸环境波动不断的情况
下，省商务厅搭建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能，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开拓国内外市场，帮助外贸企业“乘风破浪”。
一季度，全省外贸出口89.2亿元，同比增长26.3%。

政策大礼包——
“龙江商企通”赋能 服务企业发展

“当时我们的外贸出口订单与同期相比，大约减少
了 30%左右，国外的付款方式也由先付定金变成了赊
账的模式。”付款方式的改变，使得林科木业基本的货
款收汇没有了保障，也让董事长潘晓玲犯了难。

“后来，是省商务厅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龙江商
企通’这个平台，联系到了保险公司和银行，解决了信
用出口的问题。”潘晓玲所说的“龙江商企通”是省商务
厅与阿里钉钉团队共同开发的黑龙江商贸企业服务平
台，平台除具有实时沟通、视频会议、在线直播、问卷调
查等常规功能外，还划分设计了政策解读、银企对接、
出口信保、答疑调研等多个功能模块。

“龙江商企通”平台的建立，能够解决企业对于政
策不知道、没听说；听说了、找不到；找到了、看不懂等
问题。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通过平台，能够
享受我们主动推送相关政策的服务，对于符合政策条
件的企业，我们还会帮助他们申报。此外，平台还提供
银企对接的服务，能够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
题。目前平台已有 1100余家企业和近 50家金融机构
上线对接。

出口转内销——
在危机中寻找新机遇

在伊春北货郎森林食品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工人
们正熟练的对产品进行分拣、打包。如今，北货郎正积
极“掉头”转向国内市场，开辟内销渠道。

在前不久结束的消博会上，北货郎精品礼盒装山
特产、杂粮等特色产品在黑龙江馆的绿色有机食品展
区进行展示，天然、绿色、有机的林下特色食品深受中
外客商的欢迎。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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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办实事”贵在把实事办好、好
事办实。由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和黑
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推出的《名医在
线·龙江国医大讲堂》节目，将于 25日 14
时在“龙头新闻”客户端上线开播。这档

“新闻+专业+实用+服务”的医疗养生节
目，契合国家“千名医师讲中医”的要求, 倡
导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健康素
养、传授养生保健方法、增进自我健康管理
意识。是中医药行业主管部门与主流媒
体，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结合起来，为群众办的实实在在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医药作出重
要指示。从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
独特优势和作用，到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
中医药学原理，无不体现其对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深切关注。

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尤其是去
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先后出台四版
中医药防治方案、在全国首批四省份开展
清肺排毒汤临床应用研究等，对阻断疫情
和医学康复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省委
书记张庆伟深入省中医药科学院调研我

省中医药发展时提出：加强中医医疗服务
体系建设，更好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养
身心、促康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满足
人民群众多元化中医药诊疗需求为目标
的《名医在线·龙江国医大讲堂》，无疑将
为构筑“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添砖加瓦。

国医大师、省级名中医、岐黄学者“屏
对屏”地传授中医药知识、“线连线”地为
病患释疑解惑。“大讲堂”是架在名医与人
民群众之间的一座桥梁、展示中医药魅力
的一个窗口，更是本报开门办报、服务群
众，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的一个平台。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一株
小草、一枚银针、一缕药香，都是民族智慧
的结晶。全新上线的《名医在线·龙江国
医大讲堂》也将弘扬中医药文化与服务健
康龙江紧密结合，让优秀的中医药文化根
植龙江大地。

首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医师、全
国名中医李延，为我们分享中医养心之
道，节目将在黑龙江日报龙头新闻APP、
黑龙江日报抖音号、快手号、头条号、微博
号、视频号、企鹅号等全媒体平台进行同
步直播，欢迎广大读者参与互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涛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消息传
来，北大荒人很悲痛。袁隆平一直关心
支持北大荒水稻事业的发展。记者采访
了两位曾经接触过袁隆平的北大荒人，
从他们的点滴回忆中寄托北大荒人对袁
隆平的思念。

5月 23日 7时 30分，当记者拨通黑龙
江省农垦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解保胜
的电话时，他说他正在收拾行李，下午坐
飞机去长沙，代表农垦科学院参加袁隆
平的追悼会。

解保胜之前得知，3月份袁隆平在海
南跌了一跤，住了院。但是当听到袁隆
平逝世的消息，还是没想到病得这么严
重。

解保胜与袁隆平合作九年，接触了
十多次。他说，袁隆平对学术的追求，值

得我们学习，袁隆平对水稻高产有一种
执着的精神，一定要在高产上再高产。
这种精神让人终生难忘。

2011 年，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设立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大荒
分中心，袁隆平任技术总顾问，双方开展

“寒地杂交粳稻选育与利用研究”合作项
目。目前，已初步育成遗传稳定性好、综
合性状优良的寒地粳型不育系及恢复系
亲本 40余个，筛选出 4个生育期适中、耐
寒抗倒并比对照品种增产 10%~15%的杂
交组合。

解保胜说，我们非常崇敬他，我们永
远怀念他，我们会继承他的执着精神，不
断攀登水稻科研工作的高峰。

2010 年，查哈阳农场与袁隆平院士
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订协议，
共同研发北方杂交粳稻，在查哈阳农场
建立袁隆平院士北方杂交水稻研发基

地。经过 9 年 18 个生长季的精心培育，
目前已培育出优质、高产、抗倒、耐寒的
优良品系 70余个。

查哈阳农场原场长郭进 2015年与天
津北方粳稻中心的同志一起去湖南，就
水稻有关事项向袁隆平汇报工作。

据郭进回忆，当得知查哈阳农场的
位置时，袁隆平说，你们那里纬度最高，
水稻在那里能种，全世界就都能种，明年
我要去你那边看看。

郭进说，见到袁隆平时，发现他的办
公室特别小，办公室的书柜又非常大。

袁隆平还欣然为查哈阳农场题词：
“塞北江南查哈阳，粳稻之乡”。

2016 年，郭进如约邀请袁隆平来查
哈阳农场。当时因为袁隆平总在水稻中
站着，腿不小心受了伤，正在医院养病，
就没有成行。

说起对袁隆平的印象，郭进说，袁隆

平非常好学，岁数很大时还在学英语，给
外国人一直是用外语讲课，大家都能听
得懂。他平时在长沙，冬天去海南。他
不愿意开会，一开会就常看表，他就愿意
工作，总爱到水田里去看看。他工作特
别务实，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业余时间
又爱打羽毛球，学英语，还开车，谈笑风
生，平易近人。

“他的逝世是我们的巨大损失，中国
的一颗‘星’陨落了。”郭进说，“他是研
究种业芯片的，他对种业技术贡献极大，
他是中国粮食和种业技术的支柱。”

袁隆平不但关注北大荒水稻事业，
而且对北大荒精神还十分敬仰。2006年
9月 11日，袁隆平参观了北大荒博物馆，
对北大荒艰苦卓绝的开发建设历史及为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
钦佩，并欣然题词：“向北大荒精神学
习”。

北大荒稻浪里，有袁隆平身影……

肇源水乡 韵
为什么肇源江鱼名气这么大？那当然是水好鱼鲜！
流金淌银的松嫩两江流经肇源县270公里，留下76万亩

优质水面，为肇源县带来了丰厚馈赠。每年出水的大白鱼、鳊
花鱼、胖头鱼等46种淡水鱼类，一直为省内外消费者所津津
乐道。凡来肇源县的外地客，不但要品尝江鱼，还要捎带脚带
上点江鱼作为特产送给亲戚朋友尝鲜。

每年一到开江的时候，是肇源县江鱼销售最火的时候，不少
江鱼馆纷纷推出开江鱼宴，不但吸引游客的眼球，更吊足人们的
胃口。现在，吃开江鱼已成了一种季节的标志和记忆的追逐。

工人们正在苗圃中嫁接红松幼苗工人们正在苗圃中嫁接红松幼苗。。

为蓝莓授粉的熊蜂为蓝莓授粉的熊蜂。。

龙江国医大讲堂龙江国医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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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提醒：

这个月没领到养老金？
可能是这个原因

详见第二版

哈尔滨对三类人群设立
新冠病毒疫苗特需接种门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