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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重视粮食安全的故事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
饿肚子的记忆”。

“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
“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

牵着鼻子走”。
“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

利浪费！”
……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一次次考察，他常常
揭开贫困户家的锅盖，了解老乡吃什么；一
次次调研，他深入田间地头，看庄稼长势、听
农民心声；对于浪费粮食的问题，他高度重
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百姓吃饭大于天
一把麦子一碗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里

有着特殊的重量。

50多年前，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时，他亲
眼目睹过民生之艰。当地老百姓常说：“肥
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春耕时，家
家户户把仅有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
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

“我当了六七年农民，那个时候我饿着
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过什么样的
日子最好，具体目标是什么？”2020年全国
两会期间，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
员时，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当年艰苦的知青
岁月。

老百姓当时给了他三个答案：第一个目
标，不再去要饭，能吃饱肚子，哪怕吃糠咽菜
都行；第二个目标，就是吃高粱米、玉米面等
纯粮食；第三个目标，当时是高不可攀——

“想吃细粮就吃细粮，还能经常吃肉”。
几十年来，乡亲们能“经常吃上肉”的质

朴心愿，习近平一直惦念在心。
在梁家河，为增加农田面积，寒冬农闲

时节，他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每次都带

头赤脚站在冰中凿冰清理坝基。
在福建省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时，他得知

平潭渔业资源枯竭，渔民吃饭困难，马上召
集民政等有关部门，拨了60多万斤粮食，坚
决不让老百姓饿肚子……

一个小小的玉米团子，看似并不起眼。
在陕北插队时，习近平看到老百姓吃的

是更差的糠团子，就用他的玉米团子和老乡
换，这让一起劳动的老乡非常感动。后来，
当发现老乡并没吃玉米团子，而把“真粮食”
留给壮劳力和孩子，他心里触动非常大。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河北省正定县曾是有名的“高产穷县”，

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000多万斤。有些
地方交了征购，农民就没了口粮，只好到其
他县买高价粮。

习近平到正定任职以后，下定决心要让
人民喘一口气——老百姓都吃不饱了，还不
敢实事求是？于是他就和县委副书记吕玉
兰商量，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经过反映和

调查，国家征购减少了2800万斤，大大减轻
了农民的负担。

“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
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话语
平和，却掷地有声。

对粮食不能犯健忘症
2020年7月22日下午，松辽平原腹地，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
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习
近平总书记凭栏远眺，玉米地一望无边、绿
浪滚滚。

这次来吉林考察，习近平总书记第一
站就走进丰饶的黑土地，调研一件头等大
事——粮食生产。

“前年在黑龙江建三江看了水稻，这次
我来看看玉米。”玉米地头，习近平谈及此行
初衷，“今年夏粮丰收大局已定，关键就看秋
粮了。今年灾害不少，我很关心东北这里的
农作物长势。” （下转3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初亚男

“儿子，赶紧起床吃早饭，妈妈今
天早晨要去单位开会，你再不起，就
只能自己去上学了！”一声声催促打
破了清晨的幽静和安宁。

看着正在镜子前佩戴党员徽章
的妈妈，儿子带着羡慕的眼神问：“妈
妈，那个徽章可以给我一个吗，我也
想戴着它去上学。”

蒋虹君低下头对儿子说：“党员
徽章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只有得到
党和人民的认可，才能佩戴这枚党员
徽章，你现在好好学习，长大努力工
作，到那时候你也会成为一名优秀的
共产党员。”

听完蒋虹君的话，儿子迅速洗漱
吃早饭，和妈妈一起早早出了门。

蒋虹君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米山镇党委组织委员。大学毕业，放
弃深圳高薪工作，蒋虹君选择回到
她长大的地方——米山镇，坚守脱
贫攻坚一线。在主持米山镇扶贫工
作的4年里，她24小时待命，放弃节
假日休息，在她的努力下，米山镇扶
贫工作连续多年位列区级考评第一
名，其本人也在今年2月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
近基层共产党员蒋虹君，记录她平凡
工作中的片段，感悟一名共产党员在
带领村民圆梦小康路上的使命担当。

7点半，蒋虹君敲开了村民刘占
虎的家门，将从家中带来的方便面、
面包、火腿、速冻饺子等一些食物，利
落地放进橱柜。

刘占虎是4年前蒋虹君刚接触
扶贫工作时帮扶的第一个贫困户，
他本人四级智力残疾，生活不能自
理，不幸的是，2020年他唯一的亲人
去世。知道这一情况，蒋虹君便隔
三岔五过来看他，并亲切地喊他“占
虎”。

6月，正值第一批火龙果成熟，担
心火龙果长势不好，影响村民的收
入，从占虎家出来，她又来到西山后
村生态园产业扶贫基地，走进大棚，
看到一个个圆圆的红心火龙果挂在
枝头，蒋虹君欣慰地笑了。

2016年，蒋虹君瞄准特色水果
种植的市场潜力，迅速和西山后村村
支部班子敲定“南果北种”产业扶贫
项目，西山后村成功激活资产“土生
金”，从落后的贫困村摇身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示范村，除
此之外，她还亲自制作标书，高质效推进省定重点村3个扶
贫产业项目建成落地，实现4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每村年
均增收6万余元。

回到镇上已经11点多了，蒋虹君匆匆去食堂吃了口饭，
顾不上休息，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米山镇小山前村开党员村
民代表会，商议村集体统一为村民购买净水器的相关事宜，
趁着会议还没开始的间隙，蒋虹君又带头拿上扫帚，换上志
愿者马甲，清理水沟、花坛的垃圾。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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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
者王逸涛 田定宇 张泉）据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
京时间2021年7月4日14时57
分，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
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
既定任务，航天员刘伯明、汤洪
波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标志着
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
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继2008年神舟七号载
人飞行任务后，中国航天员再次
实施的空间出舱活动，也是空间
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的首次空间
出舱活动。

此次出舱活动，天地间大力
协同、舱内外密切配合，圆满完
成了舱外活动相关设备组装、全
景相机抬升等任务，首次检验了
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
性能，首次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
臂协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
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
性，为空间站后续出舱活动的顺
利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自
6 月 17 日进驻天和核心舱以
来，按计划开展了各项工作，目
前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后续在
轨飞行期间还将进行一次出舱
活动。

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
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 任仲平

（一）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
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诗经》里的悠悠
吟唱，穿越千年风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变成了现实；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
历经百年沧桑，把全面小康的里程碑树立在复
兴之路上。

对中国人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
国家发展巨变的雄壮交响，也是人民笑颜绽放
的鲜活故事。它书写在消除绝对贫困的人间
奇迹里，书写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
系中，书写在不断增多的蓝天、不断延伸的绿
道、不断改善的居住环境里，书写在让人民生
活“一年更比一年好”的不变追求里……

翻开世界各国的史册，不乏繁华的历史，
不乏骄人的盛世，但鲜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
能像今天的中国这样，致力于“一个不少”“一
个不落”的全面福祉，能在如此广阔的领域取
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 7.7 亿

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
减贫人口 70%以上，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
的版图，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人均
GDP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十美元到 2019 年
突破 1 万美元，让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的世
界人口翻了一番，在 14 亿多人口的规模下，人
均 GDP1 万美元所产生的各种效应，更让人充
满信心。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我们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世纪伟业，把光荣与梦想写在了历史深
处；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还要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
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站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身后
是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面前是喷薄而出的曙
光！

（二）许多时候，鲜明的时代
感，在与历史的对照中油然而生。

“70 后、80 后、90 后、00 后，他们走出去看
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席话，
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

上了年纪的人，对这样的场景都不陌生：
夜幕降临，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母亲做针

线，孩子写作业。那时候，“耕地不用牛，点灯
不用油”就是人们对未来的真切向往。人们所
思所盼的是如何解决温饱，梦寐以求的是拥有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三转一响”，“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万
元户”更是许多家庭奋斗的目标。

犹记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
术，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全国掀起了一股出
国考察热潮。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之
大，给人们带来很大震动：“看得越多，就越知
道自己多么落后”“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
紧迫感”。

从“8 亿人吃不饱”到“14 亿多人要吃好”，
从拥挤缓慢的绿皮火车到闪亮全球的高铁名
片，从一针难求的青霉素到向全球提供超过
4.8 亿剂新冠疫苗，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 35 岁提高到 77.3 岁，钢铁产量从
不够“每人打一把菜刀”发展到连续多年位居
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679 亿
元增长到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生产生活的
变化，展现着全面小康的深远意义；举世瞩目
的成就，构筑起中国人民的自信基石。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八国联军攻占的耻辱

进入 20 世纪的。1900 年，列强军队在紫禁城
阅兵庆祝胜利，北京大街小巷遍悬占领军国
旗。鸦片战争后，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

如人”，再到“思想文化不如人”，中国人饱受欺
凌和屈辱，民族自信心更是跌入了谷底，有人
甚至提出这样的困惑：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
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不了解数千

年的灿烂文明，就无法读懂中华民族的复兴意
志；不理解上百年的苦难屈辱，就难以体会中
国人的小康梦想。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正因为它如此持
久，才更为深沉；正因为它如此曲折，才更显珍
贵；正因为它如此艰难，才更加震撼。

1919 年，孙中山先生完成他的《建国方
略》，当时的中国人多将其视为无法实现的梦
想：修建160万公里的公路，开凿并整修全国水
道和运河，建设 3 个世界级大港……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公路总里程 519.8 万公里；在全球港
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 10 名的
港口中，中国港口分别占8席和7席。

1935 年，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方志敏同
志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名篇《可爱的中国》，期盼
一个“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的“可
爱的中国”。2021 年，方志敏的女儿方梅说：

“父亲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我
可以告慰父亲：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
看见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西方国家飞速前进，
中国却一次次错失工业革命的机遇、全球化的
机遇、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只是“蜗牛
般地爬行”。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

“最激动人心的奇迹”，更找回了中华民族曾经
“失去的二百年”。

百年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一位作家曾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

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对中华民族来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也是民族自强的历史时刻。

（三）2021年 2月4日，春节前
夕，江西井冈山，白银湖村村民邱
冬华贴上新对联——上联：“脱贫
全靠惠民策”；下联：“致富迎来幸
福春”；横批：“共产党万岁”。

90 多年前的 1928 年，邱冬华的曾祖父邱启
山也曾写下一副对联，那一年中国共产党打土
豪分田地，制定《井冈山土地法》，穷苦农民获
得梦寐以求的土地——上联：“分田不忘共产
党”；下联：“幸福牢记毛委员”；横批：“共产党
万岁”。

两副对联，一样的横批。这是中国共产党
初心使命的写照，也是中国百年巨变的缩影。

中国的全面小康，犹如一幅前后相续的
长卷，有筚路蓝缕的创业征程，有气壮山河
的建设浪潮，有波澜壮阔的改革探索，也有
拥抱世界的开放襟怀。在这条路上，我们用
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
发展历程；我们用一百年奋斗，赋予人类现
代化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下转2版）

——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

继往开来的世纪伟业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深情
回顾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高度评价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指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
懈奋斗的主题，科学概括了伟大建
党精神，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在
新的赶考之路上努力为党和人民
争取更大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在广大女共产党员中
引起强烈反响。本报今日
4版推出专题报道《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 牢记初心
践行使命》，讲述各行各业
女共产党员在学习总书记
重要讲话之后的心声及她
们在各自工作中的新规
划、新作为，彰显她们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
中继续奋勇前进、再立新
功的信心和决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践行使命

今
日
四
版

7 月 4 日，在
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大屏拍摄
的航天员在舱外
工作场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