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人：王贵满，男，62岁，梨树县农业
技术推广总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
实验站副站长、推广研究员

2020年 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

区视察时，我就在总书记身边，亲耳听到总

书记讲：“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

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

民。”我当时心里乐开了花，同时也体会到肩

上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这儿的黑土地过去肥得很，可是，

一段时间里化肥农药越上越多，地越种越

硬、越种越薄。我和中国农业大学的李保国

教授、中科院地理所的关义新研究员共同摸

索出黑土地保护的“梨树模式”，通过玉米秸

秆覆盖还田免耕播种技术，让黑土地重新变

肥、变厚。

总书记肯定了我们的“梨树模式”，但

我心里清楚，要大面积推广，还有不少工作

要做。这两年，我们在实践中渐渐琢磨出

了几招。

第一招是让大农机和小农户无缝对

接。我们建立“现代农业生产单元”，以合作

社为经营主体，金融、保险、粮贸、涉农企业、

社会服务组织共同参与，一个单元300公

顷，仅用3台大型机械、1个人就能完成全部

作业。

第二招是把碎片化的土地攒到一起。

我们给农户提供成本保障和产量保障，由合

作社统一生产资料、种植模式、播种、田间管

理、统一收获。全梨树县22个单元、总面积

近万公顷的土地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小舢

板”组成了“大军舰”。

第三招是给农机和农技配上套。今年

春天，我们研发的整地深松一体机、多功能

免耕一体机等“神器”纷纷下了地，一方面减

少作业环节，减轻对土地的无序碾压，环保

效果更好；另一方面省时省工，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

通过这几招，我们全县完成“梨树模式”

推广面积超过285万亩。我今年62岁了，考

虑到眼下正是“梨树模式”巩固提高的关键

时期，组织上为我办理了延迟退休。其实，

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就是保护“耕地中

的大熊猫”。不管遇到啥困难，都得把这件

事干到底！

这辈子就干一件事：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
本报记者 张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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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月2日

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

者回信，对他们弘扬优良传统、做好矿产勘查

工作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建队以来，你们

一代代队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攻坚克难，

取得了丰硕的找矿成果，展现了我国地质工

作者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强调，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

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希望同志们大力弘扬爱

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积

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勘查力度，加强科

技攻关，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

更大作用，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贡献，奋力

书写“英雄地质队”新篇章。（回信全文另发）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

队成立于1958年，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功

勋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地质队”荣誉称号。

自成立以来，该队在黄金等矿产资源勘查上

勇于创新突破，累计查明金资源量 2810 余

吨，是全国找金最多的地质队。近日，山东省

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给习近

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矿产勘查工作取得的成

绩，表达了献身地质事业、为保障国家能源资

源安全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

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奋力书写“英雄地质队”新篇章

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的同志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建队以来，你们

一代代队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攻坚克
难，取得了丰硕的找矿成果，展现了我国
地质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
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
生和国家安全。希望同志们大力弘扬爱
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

统，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勘查力
度，加强科技攻关，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保障国家能
源资源安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作出新贡献，奋力书写“英雄地质
队”新篇章。

习近平
2022年10月2日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回 信

近年来，洮南市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
和修复湿地。这是洮
南市色彩斑斓的湿地
风光。

邱会宁 范海辉 摄

空气和水环境质量全省领

先，森林覆盖率高达87%，空气质

量优良率 92.6%；建设重点项目

182个，其中生态产业类项目114

个；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白山分会场，40 个项目成功签

约，预计投资400多亿元；强力推

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

程，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

2021年 9月 27日，省委下发

《关于支持白山市建设践行“两

山”理念试验区的意见》，标志着

长白山地区全面开启践行“两

山”理念的新征程。一年来，白

山市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通道，用一个个闪

亮的成果见证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的足迹。

长白山地区生态环境优美、

资源禀赋优越、后发优势明显，

生产、生活、生态均衡协调。建

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深刻

回答了今后一个时期长白山地

区振兴发展如何担当、如何发

展、如何突破等一系列重大课

题，为长白山地区高质量发展确

立了科学战略定位。白山市始

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

念，在加快发展中实现环境质量

稳步提升，坚决摒弃“先污染、后

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

着力探索“两山”转化的“长白山

模式”“长白山路径”。

搭建平台，加速转化。该市

以最严格的责任体系、最有力的

推动机制，一切工作向践行“两

山”理念聚焦、一切资源向践行

“两山”理念集中、一切力量向践

行“两山”理念倾斜，使“两山”理

念在长白山地区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发扬光大。加快搭建“两山银行”平台，将分散化、优质

化的生态资源进行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运营管理，通过收

储确认、运营增值，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形成“两山”

转化的良性循环，有效打通生态资源向金融资产转化的堵

点，实现生态资源高质量转化。

统筹推进，协同发展。长白山、松花江、鸭绿江是白山

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共同资源。两地依靠这三大“金字招

牌”确定的“一山两江”品牌战略，吸引人气、集聚财气、加速

发展。依托大战略、大品牌，扩大长白山地区知名度、影响

力，坚持以特色化内容实现国际化，以国际化标准完成特色

化。充分发挥长白山—松花江沿线生态旅游带文旅资源优

势，加强区域合作，串联沿线旅游带，强点连线扩面，科学有

序开发长白山、松花江、鸭绿江旅游资源，打造沿江特色旅游

品牌，推动全域旅游提档升级。

着力谋划，加快建设。顺应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该市

全力做好“无中生有”“有中生新”两篇文章，着力谋划具有引

领性、创新性、成长性的重大项目，主动对接战略投资者，加

快推动一批好项目大项目落地见效。持续树立“一年之计在

于冬”的理念，重点谋划冰雪旅游，提前做好预热，打造冰雪

经济爆点。紧盯吉林省奥林匹克冰雪运动中心、靖宇抽水蓄

能电站等重点项目，集中资源力量，把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做

好做实，抢抓工期、加快进度，掀起项目建设热潮，为奋力赶

超、弯道超车提供坚实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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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锦绣，笑语欢歌。在喜迎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我们迎
来 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3 周
年。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亿
万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
祝福和热爱，尽抒家国情怀，共浴梦
想荣光。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每个家庭、每个人的
前途命运都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
运紧密相连。正如歌中所唱，我和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从“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忧国忧民，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福祸趋避之”的浩然正气；从“埋
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
豪情壮志，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的崇高信念……爱国始终是中华民
族亘古不变、永不褪色的精神主
题。古往今来，神州大地涌现出无
数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的仁人志
士，他们所展现的固若磐石的爱国

之情、坚定不移的报国之志、生死不
渝的爱国之行，深深刻满中华民族
的光辉史册。

红旗漫卷，奋斗如歌。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传承弘扬爱国奋斗精
神，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曲，高唱新
时代奋斗者之歌。”国庆节期间，坚
守在祖国边防线上的战士，守护百
姓平安健康的警察、抗疫工作人员，
奋战在生产、保供一线的职工……
他们为人民的幸福默默付出，用辛勤

汗水和拼搏奋斗诠释着爱岗敬业。
在新时代的每个领域、各条战线，爱
国奋斗的“主旋律”始终激荡在每个
人心中。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把
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事
业，和着强劲的时代脉搏，踔厉奋发、
勇毅前进，就能实现人生出彩。当
前，吉林已经进入振兴上升期和发
展快车道，是充满活力和潜力的一
方热土。 （下转第四版）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做新时代拼搏者
本报评论员

秋味渐浓，绿叶点染红黄。

看吉林大地，营商环境优，人才政策实，

科技创新强，产业发展旺。排产、产能、配

套、结算、人才、创新不断聚拢回归，凸显磁

场效应。

近年来，我省全力推进“六个回归”，破

除协同壁垒，凝聚各方力量，整合产业资

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现代产

业体系日益成熟，努力把产业优势转化为

吉林振兴优势。

做强做大优势产业
梧桐繁茂凤凰来栖

今年2月，由中国一汽集团和比亚迪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注册成立的一汽弗迪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动力电池项目在长春开

工。作为省内重要建设项目，其作用不仅仅

是为我省在汽车产业上增添了电动化产品

优势，更重要的是通过落地一个项目，吸引

一批人才、关键技术、配套企业落户吉林。

以优势产业为突破口，聚焦“六个回

归”，加快带动各类要素有效流动，一直是我

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一步。

麦格纳、李尔、伟巴斯特、光洋精机等一

批跨国零部件企业落户长春汽开区，动力总

成工业园、轴齿工业园、日系工业园等一批

专业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区拔地而起……

越来越多上下游企业集聚，配套产业集

群快速形成，发展动能叠加效应逐渐显现。

在“归势”兴起之时，一个个人才政策的

出台为这热度再添一把“火”。

2018年，省委、省政府下发4号文件，出

台了“人才政策1.0版”，成为近年来我省人

才工作的里程碑和分水岭。2021年又研究

制定了“人才政策2.0版”，聚焦人才最关心

关注的现实问题，在多个方面升级加码。随

着政策实施，我省人才活力竞相迸发，聚天

下英才促振兴的氛围正在形成。

与人才集聚一同而来的是创新回归，

更多研发型、高技术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

吉林。

在长春富赛汽车电子工业园项目内，研

发综合楼科技感十足。目前一期工程已顺

利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围绕新产品策划、研

发、制造等，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

项目负责人林家豪表示，“我们将与中

国一汽协同创新，共同推动中国汽车工业

‘新四化’进程。”

将优势汇聚，做长长板，以“吸引”促

进“回归”，成为人才、创新和各类产业要

素的“洼地”，吉林走的这条路前景分外

明亮。 （下转第四版）

我省不断建强产业链供应链，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 六 个 回 归 ”集 聚 吉 林 新 势 能
本报记者 邱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