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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
充分激发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

蔡奇出席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在中南海同
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
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党和国家事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
身上。希望共青团中央深入贯彻
党中央要求，切实肩负起新时代
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传承
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更
好把青年一代团结凝聚在党的周
围，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接续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蔡奇参加集体谈话。

习近平首先表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的青年工作取得了重
大成就、发生了深刻变革，党对共
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领导全面加
强，团的立身之本和政治之魂更
加牢固，共青团工作的方向任务
更加明确，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更加鲜明，团干部的思
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更加
积极健康向上，在广大青年群体

中的形象焕然一新。过去5年，共
青团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抗
击新冠疫情等重大任务，组织广
大团员和青年积极参与、勇挑重
担、冲锋在前，展现了新时代中国
青年的勇气和担当。党中央对共
青团和广大青年充分信任。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对团中
央新一届领导班子寄予厚望。希
望你们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好模
范带头作用，推动共青团事业和
青年工作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把党的中心任
务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
的主题和方向，这是一百多年来
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一条
基本经验。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
和后备军，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二
十大确定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
任务来开展工作，把住方向，奋发
有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宏伟目标，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包括广大青年团结一致、全力
以赴，继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共青团要把牢新时代青年工作的
主题，最广泛地把青年团结起来、
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激励广大青
年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激
发强国有我的青春激情，在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勇当先锋
队、突击队。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加强对
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青年人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中
国青年才会有力量，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要加强对
广大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
广大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
信念，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
史潮流中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为一生的奋斗奠定基石。共青团
要把加强对广大团员和青年的政
治引领摆在首位，努力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源源不断
为党输送健康有活力的新鲜血
液。要抓好面向广大团员和青年
的主题教育，引导团员和青年认

真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努力掌握这一科学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运用
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
题，提高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的领悟力。

习近平强调，共青团要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对接国
家重大战略和重大任务，组织动
员广大青年立足本职岗位，积极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科技
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
服务、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
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展
现青春的朝气锐气。

习近平指出，要顺应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敢于
刀刃向内，纵深推进团的改革，全
面从严管团治团，坚定不移走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不
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不断提高团组织的引领力、
组织力、服务力。要坚持夯实基层
的鲜明导向，不断扩大团组织的覆
盖面，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广

大团干部要倍加珍惜为党做青年
工作的宝贵机会，不断提升政治能
力、理论素养、群众工作本领，心无
旁骛干好本职工作，用实打实的业
绩赢得党的信任、赢得社会尊重、
赢得青年口碑。

习近平最后指出，各级党委
（党组）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
则，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和
支持，建立和完善在党的领导下
各部门齐抓共管青年发展事业的
工作格局，支持共青团创造性开
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倾注热
忱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群
众的引路人。

会上，共青团十九届中央书
记处第一书记阿东汇报了共青团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九届
一中全会的召开情况，以及贯彻
落实党中央精神的有关考虑，团
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晓、王艺、胡百
精、胡盛、夏帕克提·吾守尔、余静
分别作了发言。

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
文清、刘金国、王小洪参加谈话。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筑牢丰收之基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

者唐卫彬 王圣志 孙清清 杨思琪
谢佼 郭雅茹）今年6月25日是第
33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节约集
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利用工
作，在出席重要会议、实地考察
调研等不同场合，强调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要采取长牙齿
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
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
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
准农田”。

从中原粮仓到东北黑土地，
从四川盆地到江南水乡，各地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高
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稳步增加，
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
配套，农田可持续利用水平和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为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

【总书记的嘱托】
2021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并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耕地保护要
求要非常明确，18亿亩耕地必须
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
必须是良田”。
【田长巡田守红线】

仲夏时节，在河南省平顶山
市宝丰县闹店镇范营村，田间一
块印有二维码的“田长制”标识
牌格外醒目。扫描二维码，就能
联系上该地块的田长雷保平。

作为范营村党支部书记，雷
保平是全村2300余亩耕地的“大
管家”。他每周会开展一次巡
田，骑一辆电动车，沿着田边巡
查，一旦发现违法占用或破坏耕

地的问题，便立即上报乡镇，督
促当事人整改。

去年10月，雷保平收到乡镇
推送的疑似违法占地线索，马上
赶到现场，发现是一名种植姜的
农户在基本农田上挖了一个占
地40平方米左右的地窑。在雷
保平耐心劝说下，最终农户自行
填平地窑，恢复了农田原貌。

“现在乡亲们保护耕地的责
任意识越来越强了。”雷保平说，

“田长制”以政策手段守护耕地
红线，将土地的命运真正与个人
的责任联系在一起。

在宝丰县，像雷保平一样的
村级田长而今有320名，他们成
为耕地安全的重要守护者。这
里是河南推行“田长制”的一个
缩影，为严守耕地红线，2020年
11月以来，河南在全省推行“田
长制”，已经有20多万名田长和
网格员认领了责任田。

据统计，2021 年以来，河南
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8428 件，
2021 年度耕地净增加 47.74 万
亩，扭转了耕地连年减少的严峻
局面。

“我守的不只是田，更是粮食
安全。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
子，我会一直守下去。”雷保平说。

（二）

【总书记的嘱托】
2020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吉林考察时语重心长地说：
“黑土高产丰产同时也面临着土
地肥力透支的问题。一定要采
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

‘耕地中的大熊猫’，留给子孙后
代。”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

从定位监测、数据采集、土壤
径流样品采集，到将土壤样品运
回实验室，进行风干、研磨、过
筛、测量各项指标……位于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的中国科学院东

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85
后”助理研究员李建业对黑土地
保护研究的每个环节，都精心细
致。

东北黑土地因稀有而珍贵，
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前
些年，东北粮食产量节节高，但
是由于长期过度开垦利用、气候
变化、水土流失加剧等多种因素
影响，黑土地变薄、变硬、变瘦
了。”李建业说。

为了动态掌握黑土流失情
况，他以雨为令，在每次降雨后，
都要到野外径流小区和卡口站
进行样品采集和水位监测。日
复一日，他所在的团队积累了宝
贵的一手资料。

经多年研究，李建业所在的
团队提出以小流域为单元，以

“蓄、导、排”水系构建为核心的
“农艺＋生物＋工程”的黑土地
保护性利用整村推进方案，可实
现水土流失防控与地力提升，增
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黑龙江省海伦市位于松嫩平
原腹地，地处黑土地典型核心
区。在前进镇光荣村的一块坡
耕地上，覆盖着一层黝黑的土
壤，地势两边高、中间低。

“以往下雨时，两侧的水流汇
到中间形成径流，冲刷出长达百
米的侵蚀沟，把田分成两块，大
型农机难以作业。”李建业说，通
过秸秆填埋复垦技术，团队在侵
蚀沟沟头设置渗井，水流通过地
下导水管道流走，从而避免地表
径流形成，有效保持了水土。

“黑土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
安全，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李建
业说。

（三）

【总书记的嘱托】
2020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
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一个
重要抓手，要坚定不移抓下去，
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真正实现
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田变“智能”让粮食稳产增产】

“现在我们这里的农田是‘智
能田’。”河南周口市郸城县种粮
大户王雷指着改造后的高标准
农田说，田间有物联网控制中
心、气象观测站、各种节水灌溉
设备……“这些都是粮食稳产增
产的‘法宝’。”王雷说。

在王雷所处的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浇灌方式就有固定式、卷
盘式、伸缩式等7种，大数据物联
网可自动防治病虫害、自动检测
土地地力缺项、自动提醒氮磷钾
缺失。

“黑科技”傍身，手机变“农
具”。得益于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建设，在田边简易看护房里，王
雷一边喝着茶，一边用手机APP
远程操控喷灌设备，正式告别了
费时费力的大水漫灌。

在郸城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智慧农业信息中心，大屏幕上显
示着苗情、墒情、虫情等信息，可
任意调取农田的远程实时图
像。通过一块屏幕监管上万亩
农田，科学种田、智慧种田成为
现实。

去年秋收以来，农业大省河
南启动了一项重大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在现有高标准农田
建设基础上，计划用三年时间，
建设150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实现规模化经营程度高、现
代化装备和智能化程度高、耕地
地力提升高、防灾减灾能力强、
农产品产出品质优等“三高一强
一优”建设目标。

截至2022年 8月，河南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7580万亩，越来
越多的“望天田”变成了旱涝保
收的“高产田”。

（四）

【总书记的嘱托】
2022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四川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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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田并大田 荒地变良田】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龙泉山
脉从北至南延绵起伏。

“以前的田能有多散碎？”“90
后”青年农民常滔指着山腰说，“眼
前的这一片地，之前由零散的60
多块田组成，最大的田块只有7分
地，田埂挤着田埂，过不了大型机
械，种粮靠天收。”

而今，在长河村的丘陵高处，
这些散碎的60多块田已集中连
片，形成一块大田。经过宜机化改
造，大田配套了道路、输水管网等
设施，像一条绿色的玉带，从山腰
向上延展，大豆和玉米复合种植的
机械化率达到100％。

据统计，丘陵山地占中江县耕
地面积的七成以上。地块细碎、道
路不畅、灌溉不便、生产效率低等
一直制约着当地的粮食生产。近
年来，为提升粮食产能，中江县大
力实施宜机化改造，开展“小变大、
短变长、陡变缓、弯变直”改造，筑
固田埂，贯通沟渠，提升地力。

截至2022年底，中江县实施
了2.5万亩耕地的宜机化改造，改
造后单块耕地最大面积达到310
亩，最小面积也有5.8亩，大中型农
机通达率达到100％，生产效率提
高60％以上。

守牢“天府粮仓”，“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是关键。建设高标准农
田、整治撂荒地、推进丘区农田宜
机化改造……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四川不断在土地上“做文章”，奋力
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