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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七版

本报13日讯（记者曹忠义 李国玉）
13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勤主持召开专题办公会议，研究推进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坚持把振兴发
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等重要指示，全面
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赋能产业振
兴，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创
新龙江，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胡昌升、王一新出席会议。会议研
究了《黑龙江省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方案（2022—2026年）》。

会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
变量。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站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落实“四个
面向”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
标导向，围绕建设创新龙江、实现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选准科技创新的突破口
和发力点，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使科技
创新的“关键变量”成为振兴发展的“最
大增量”，走出一条从科技强到企业强、
产业强、经济强的创新发展之路。

会议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
新就是谋未来。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
要以科教振兴计划为引领，扎实推动科
技创新重点任务落实，加快构建集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区
域创新、开放创新、科技创新治理等于一
体的科技创新体系。一要建设高水平的
创新平台。优化整合科研力量和创新资
源，加快培育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
台，全面提升原创研究、技术攻关、企业
孵化等功能，开辟跨越赶超的“新赛道”，
跑出振兴发展的“加速度”。二要推动科
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进创新体系与

“4567”现代产业体系有机融合，以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为策源地实施科技成果
产业化专项行动，加强对俄及东北亚地
区开放式创新合作和粤龙、深哈科技合
作，高水平建设哈大齐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和佳木斯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组建区域协同、产业关联、要素融
通的科技创新联盟，推进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发展。三要打造优良创新生态。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落实支持创新政
策，优化收益分配机制，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积极构建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
业生态圈，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服务
链、资金链的有效对接，形成创新要素
良性互动、创业活力充分涌流、创造力
量竞相迸发的创新生态体系。四要加
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
发挥重大创新的领导者、组织者作用，
运用“四个体系”推进科技创新，压实领
导责任，注重协同配合，强化政策保障，
培植创新文化，着力营造支持鼓励科技
创新的浓厚氛围，凝聚起推动科技创新
的强大合力。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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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3日讯（记者郭铭华）13日，
省政协召开十二届七十九次主席会
议。省政协副主席陈海波主持会议，副
主席聂云凌、郝会龙、赵雨森、张显友、
马立群、刘睦终、庞达、迟子建、韩立华、
曲敏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地方政协秘
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会议精神，审议通
过了《关于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市场
化营销，加快打造我省品牌农业的调研
报告》《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更
多服务龙江技术技能人才的调研报告》
《关于发挥地域优势，把黑龙江打造成
为全国重要的夏季休闲旅游度假目的
地的调研报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引
导我省宗教团体活动的调研报告》。

会议指出，省政协办公厅在全国地
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上介绍
了工作经验，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肯定。
要认真学习领会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
工作交流座谈会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
对政协机关工作规律性的认识，切实把
这次会议提出的“七个必须”的要求和

“四个巩固拓展”的工作部署，贯彻落实
到各项工作中，全面提升省政协机关建
设质量，更好服务保障省政协高效履
职。

会议要求，省政协机关要时刻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在从严从细抓好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抓紧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任务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省政协召开十二届
七十九次主席会议

□纪世强 杨升炎 本报记者 刘大泳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
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每当唱起《乌苏里船歌》，年逾六旬
的赫哲族伊玛堪传承人吴桂凤总会想到六年前那个特殊的
日子。

提起初见总书记的情景，吴桂凤说当时很紧张，但总书记
的一句话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乌苏里船歌》我也会唱！”
回忆起当时那一幕，吴桂凤感慨地说：“总书记和我们一

起唱歌，赫哲族的生活他都懂。”
“伊玛堪”在这里传承。
吴桂凤生于上世纪50年代，很少离开家乡，“我的父母在

家很少说汉语，我自小就很喜欢伊玛堪文化，没想到有机会还
能给总书记表演。”她说。

（下转第四版）

吴桂凤：唱响幸福的“赫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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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切嘱托：
2016年 5月 24日下午，习近

平总书记冒雨来到同江市八岔赫哲
族乡八岔村，听取了村里建设和工
作介绍，重点了解2013年8月该村
遭受特大洪灾后重建情况，参观了
赫哲族民俗展，观看了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赫哲族伊玛堪说唱教
学，到村民尤桂兰家中看望。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在祖国大家庭里，
56个民族是亲兄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
人民齐心协力、勤劳奋斗，中华民族
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各族人民生
活一定会更加富足美好。 吴桂凤（左一）在传唱伊玛堪。 高莹莹摄

□李学斌 本报记者 刘畅

千里沃野遍地金穗。在北大荒集
团军川农场有限公司金色稻田里，风吹
稻浪，稻谷飘香，人头攒动，机器轰鸣，
53.6万亩水稻作物割晒工作全面展开，
奏响了丰收序曲。

为防止收获期集中收割影响收获
进度而导致粮食损失，军川农场有限公
司加强管理、抢抓农时，提前做好人力、

农机具等方面的准备工作，积极指导种
植户根据水稻长势情况适时开展割晒
作业。

据向阳管理区工作人员于海洋介
绍，农技人员通过田间踏查，根据不同
地号的作物成熟情况及收获条件制定
科学的收获计划，倡导符合抢收条件的
种植户采取“分段收获”的方式，积极推
行分批次水稻割晒工作，有效解决集中
收获机械力量不足、最佳收获时间短等

问题。
向阳管理区的水稻种植户赵术国

是一名有着十余年种植经验的“老把
式”，今年他种植了 243亩水稻，随着水
稻成熟，他抢抓晴好天气，率先联系机
车开展割晒工作。“赶紧趁着好天气错
峰收割，早收获、早变现，心里也踏实。”
赵术国说。

近年来，军川农场有限公司深入实
施北大荒集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牢固树立抗灾抢收意识，充分释放
现有 42台割晒农机具、865台水稻收割
机机械力量，全面加速秋收进度，为下
一步标准化格田改造、粪肥还田及秋
整地工作争取宝贵时间，并采用割晒
与直收相结合、分段收获的方式在 10
月 15日前全面完成 53.6万亩水稻作物
收获。

收割现场。
李学斌 李成祥摄

编 者 按

金色秋天，果实
累累，一张宏大的“丰
收图”正在龙江大地
徐徐展开。在党的二
十大即将召开、第五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即将到来之际，本报
编辑部策划推出“喜
迎 二 十 大·龙 江 好

‘丰’景”融媒体系列
报道，通过文字、视
频 、图 片 等 多 种 形
式，展现全省各地壮
美的丰收图景、反映
人们的喜悦和期盼
之情，表达龙江人民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的信心和
决心，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献礼。

水稻割晒 奏响丰收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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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干部们的“另类兼职”

“代理家长”“姐姐粉”“新媒小编”……

口袋公园：
“小而美”中传递幸福感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黄垚

这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现行标
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
国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
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气壮山河的脱贫
攻坚人民战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
之贫、坚中之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合力描绘更加
美好的时代画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金秋时节，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

一派丰收景象。
成熟的果子挂满枝头，果农们采摘、

装箱、搬运上车，脸上洋溢着增收的喜
悦。

村里建起一座座崭新民居，水泥路
四通八达，群山之间一排排蘑菇大棚鳞
次栉比。

10年间，阜平变了个模样。
阜平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

地方扶贫考察的首站。在这里，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
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
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
领下，脱贫攻坚战在新时代中国大地上
打响——

习近平总书记以不停歇的脚步丈量
着贫困角落，从塞北高原到乌蒙山区，从
秦岭腹地到湘西大山，从南疆绿洲到林
海雪原……走遍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考察调研了20多个贫困村。

脱贫攻坚的每个重要节点和重大关
头，习近平总书记都亲自挂帅、亲自出征、
亲自督战，召开 7次脱贫攻坚座谈会，多
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下，全国 22
个省区市向党中央立下“军令状”，形成
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格
局：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

级以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做到户户
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 9个省、
14个市结对帮扶中西部 14个省区市，全
国支援西藏和新疆，东部343个经济较发
达县市区与中西部 573个贫困县开展携
手奔小康行动；党和国家集中力量解决
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求，优先保障脱贫
攻坚资金投入：2012年到 2020年，各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1.6万亿元，
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亿元。

8年艰苦卓绝，8年攻坚拔寨。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
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
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
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2021年 2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

宣告中国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
刚过去的暑假，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杨正邦
每天都很忙。

“暑假是旅游旺季，平均一天要招待
400多个客人，毛收入2000元。”

10年间，全村形成了旅游、山泉水、
劳务、种养、苗绣五个产业，去年人均收
入 20167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268万元，
实现从深度贫困村到小康示范村寨的

“华丽转身”。
2013年11月3日，正是在十八洞村，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
念。他说，“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
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
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下转第七版）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