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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淙祥同志：
你好！来信收到了，我记得你这个安

徽太和的种粮能手。得知你家种植的小
麦喜获丰收，儿孙也跟着你干起了农业，
我感到很高兴。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粮食生产，
我一直都很关注，基层调研时也经常到
田间地头看一看。这些年，党中央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就
是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
日子越过越好。希望种粮大户发挥规模
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
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
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请代我向乡亲们问好！

习近平
2022年6月27日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月 27日
给安徽省太和县的种粮大户徐淙祥回信，向当
地的乡亲们表示问候，对全国的种粮大户提出
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我记得你这个安徽太
和的种粮能手。得知你家种植的小麦喜获丰
收，儿孙也跟着你干起了农业，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粮
食生产，我一直都很关注，基层调研时也经常
到田间地头看一看。这些年，党中央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就是要让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是要让种粮农
民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希望种粮

大户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
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
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徐淙祥是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
张槐村农民，一直潜心钻研农业科学技术，
2010 年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逐渐
成为当地种粮大户，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种粮标兵等荣誉称号。2011 年 4 月，习
近平到张槐村考察时，曾向他和乡亲们了解
小麦种植情况。近日，徐淙祥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汇报了十多年来从事粮食生产、帮
助群众脱贫等情况和体会，表达了继续做好
农业研发推广工作，带动更多农民多种粮、
种好粮的决心。

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行稳致远

习近平回信勉励种粮大户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
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回 信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日前，河北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扎实

稳定全省经济运行一揽子措施及配套政
策，《关于扎实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十四
条政策措施》是 20 个配套文件之一。紧紧
围绕国之大者抓主抓重，紧紧围绕中央部
署落细落小，一系列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的
政策措施，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
一，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效发挥基

本盘、压舱石作用。

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产，发力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约占全
年粮食总产量的40%。夺取夏粮丰收，对确
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关于扎实推进
农业经济发展的十四条政策措施》中，前两
条便是保障夏收顺利进行和确保夏播面积
只增不减。

“夺取今年夏粮丰收，抓紧抓实夏种夏
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对保供稳价防
通胀、稳住经济大盘意义重大。”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副书记、一级巡视员高一雷介
绍，河北作为粮食主产省，坚持把粮食生产
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想
尽一切办法，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夏粮
丰收到手、秋粮种足种好。

为保障夏收顺利进行，河北全面落实村
级种植主体、机具保障、应急代收代种“三个
清单”，逐户、逐地块确定机具机手，精准开
展小麦机收对接，确保每块麦田都有机可
用；深入开展机手畅通出行、卡口接待、维修
站点、临时食宿、热线电话等“五项服务”，建
立灾害预警、农机减损、安全保障等“三项机
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如何确保夏播面积只增不减？河北省
农业农村部门已将夏播粮食及全年玉米播
种面积任务分解到市县、逐级落实到地块和
生产主体。落实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资
金政策，中央财政每亩补助 150 元，省级财
政每亩补助 50 元，坚决完成国家下达河北
种植任务。在完成大豆扩种任务的同时，尽
量减少对玉米面积的影响，全省净作玉米面
积力争不低于5100万亩。

小小“菜篮子”，装着大民生。河北是蔬
菜水果生产大省，2021 年全省蔬菜产量
5284万吨，居全国第四位，在北京市场占有
率常年保持在40%以上，（下转第六版）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惠企利民政策解读

稳住农业基本盘 夯实“三农”压舱石
——《关于扎实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十四条政策措施》解读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把小麦“金种子”牢牢攥在中国人手中
——河北小麦专家郭进考49载麦田逐梦育种成粮

河北日报记者 赵红梅

用行动说话，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
和鲜明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
误国、实干兴邦”，大力倡导“马上就办、真
抓实干”，展现出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工
作作风，心系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诚之心。

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
间，在《福州晚报》上看到《我们也需要一本

“市民办事指南”》的消息，当即拍板编写，
第一时间向群众反馈，前后只用了 50 个
小时；在实地考察中看到“连家船”渔民
的贫困生活状况，登岸后立即召开现场
办公会，要求迅速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
解决问题，10个月后，104户船民家庭搬进
了新居……他在福州工作的6年间，“马上
就办”的内涵不断丰富，机关效能明显提
升。福州以年均超过 20%的经济增长率快
速前进，迅速跻身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成为
东南地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实践表明，“快”和“实”是抢抓机遇、推
动发展的重要“法宝”，也是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
有效途径。

现实中，有的习惯“一慢二看三通过”，
凡事都要推一推、拖一拖、放一放，结果问
题成堆、发展止步；有的该争取的不积极争
取，该落实的落实不到位，只能眼看着大好
机遇白白溜走。时间不等人、机遇不等人、
发展不等人，等待观望、犹豫不决，只能让
一张张蓝图变成镜花水月。

当然，“快”和“实”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为快而快、盲目求“快”，或是脱离实际、拔
苗助长，只能欲速则不达。

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快建
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总体要求和重点
任务。让“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成为自觉、
成为常态，时刻敲响“落实落实再落实”的
奋进鼓点，雷厉风行、只争朝夕，各行各业
都来创优争先，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赶考
之路上交出优异成绩单。

马
上
就
办

真
抓
实
干

冀

言

5月25日，郭进考在马兰农场的选种圃，发现了有苗头的育种材料。
河北日报记者 赵红梅摄

＞＞＞见第二版

省工信厅积极搭建为企业服务平台

推进产业链招商 促进项目合作落地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

石家庄：全力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

麦收时节，燕赵平原麦浪翻滚、麦香四
溢，一个个好消息接踵而至——

河北省辛集马兰农场小麦实收地块
平均亩产822.75公斤；

邯郸大名县石家寨村两块麦田实打实
收，亩产861.35公斤；

亩产863.76公斤！河北小麦亩产历史
新高在邢台市南和区阎里村诞生；

……
各地接连出现的亩产突破800公斤的

小麦，是同一个品种——马兰1号。
马兰 1 号是由河北大地种业有限公

司、石家庄市农科院和辛集市马兰农场联
合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主要育种人是年过
七旬的河北小麦专家郭进考研究员。

作为去年刚刚卸任的河北小麦育种首
席科学家，近 50 年来，郭进考带领团队先
后育出 33 个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的小麦品
种，其中冀麦 38、石 4185、马兰 1 号都创下
当时河北亩产最高纪录，推动了河北小麦
持续增产。

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 8 个省
份，累计种植面积 4.2 亿亩，增产小麦 105
亿公斤，节水125亿立方米，既保障了国家
粮食安全，也缓解了华北平原“地下水漏
斗”危机。

沉甸甸的成就背后，是郭进考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探索，体现了他对“随势而
动 育种成粮”初心的坚守。

让每一寸土地生产更多小麦

“快看，这个单株表现不错，要单独

拔下来，单独考种，作为明年的苗头品系
种植。”

6月12日中午，烈日当头，郭进考带领
助手冒着酷暑，还在马兰农场的选种圃中
选取好的育种材料。

年过七旬，老伙伴们都已退休在家，尽
享含饴弄孙之乐，为啥他还不停歇？

“停不下来了。”郭进考说，几十年了，
早已习惯“长”在麦田里，小麦就像家人，只

有走进麦田，心里才踏实。
择一事，终一生。
49 载育种生涯，始于一个朴素愿望。

郭进考说，小时候经历的“一个窝头掰三
瓣儿”的艰难光景深深烙在记忆深处。粮
食短缺、食不果腹的年月，心中一个梦想
已扎根——培育良种多打粮，让乡亲们

“粮丰囤满”。
怀着这个愿望，1971年郭进考报考了

农业学校。1973年农校毕业后，分配到石
家庄地区农科所，定岗在小麦育种室，郭进
考开始了迈向梦想的征程。

在那个人才稀缺的年代，科班出身
的郭进考很快被任命为小麦研究课题组
组长。

作为课题带头人，如何带领大家育出
好品种？

“我的第一学历是中专。要搞育种，
需要学的知识太多了。”郭进考决定拜书
为师。

《育种学》《遗传学》《统计学》……业余
时间他“嚼”了十几部农业专著，写了十几
万字的学习笔记。

读书越多，想法也越多。但让郭进考
犯难的，是育种材料的匮乏，基本育种材
料资源不齐备。郭进考决定带领同事们
向外求援，哪里有知名小麦专家，就去哪
里拜访。

为寻找育种材料，向专家求教，郭进考
和课题组人员常常昼夜兼程。只要有票就
上火车，没座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夜里
困了，拿张报纸铺在别人座位下，躺下去就
是一觉。

他们的真诚感动了当时小麦科研界，
40 多位专家答疑释惑，100 多位同行互通
有无，500多份育种材料倾囊相授……

上世纪80年代，华北地区缺乏早熟丰
产的小麦品种，河北小麦种的大多是山东
的品种，当时称“泰山压顶”。为此，郭进考
课题组确定了“抽穗早灌浆快实现早熟性，
增加穗数提高丰产性，（下转第六版）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5年。25年
来，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益以新创，不断塑造自己的现
代化风貌。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一国两制”在香港
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香港回归祖国 20多年不平凡的历程充分证明，实行
‘一国两制’，有利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根
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广大香港同胞根本利益。”

“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
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
“祖国一直牵挂着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只有和衷共济、共

同努力，‘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就香

港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推动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行稳致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如今的香港，“爱国者治港”的局面更加稳固，法治和营商环境
更加优良，社会氛围更加和谐，长期困扰香港的各类深层次矛盾和
问题更有条件得到有效解决……

“香港回归祖国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
功业，香港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
宽广道路”

深圳莲花山公园，姹紫嫣红，绿树成荫。
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首次离京考

察，第一站选择了深圳。8日上午，他来到莲花山公园，现场回顾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他步行下山时，有香港记者问：“习总书
记，有没有话要对香港同胞讲？”习近平总书记清晰有力地回答：

“香港一定会繁荣昌盛的！”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香港的殷殷期许和饱满

信心。
回望这 10年，党中央对香港的殷切关怀始终如一，祖国对香

港的深情牵挂始终如一。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香港的谆谆勉
励鼓舞人心。

2014年1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
港特别行政区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时指出：“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
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进
民主发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2017 年 7 月 1 日，香港。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
区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时指出：“‘一国两制’是前无古
人的创举，无论是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还是务实解
决经济民生方面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困难，无论是加强对青少年国
家历史文化教育，还是依法打击和遏制‘港独’活动、维护香港社会
大局稳定，都需要大家迎难而上，积极作为。”

2022年5月30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
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
超时指出：“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
时期。我相信，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一定会展现新气象，香
港发展一定会谱写新篇章。”

…………
“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我的心。”2017年，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以充满深情的话语，开启他为期 3 天的香港
之行。49个小时、20场活动，总书记的足迹遍及港岛、九龙、新界。

2017 年 7 月 1 日。维港之畔惠风和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香
港会展中心前的金紫荆广场上空迎风招展。不远处的海面上，百
艘渔船列队驶来。“香港庆回归”“欢迎习主席”，从岸上望去，船身
上悬挂的巨幅标语格外醒目。

上午 9时整，雄壮的国歌在香港会展中心奏响。庆祝香港回
归祖国 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在这
里隆重举行。

现场气氛庄严热烈。当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彭丽媛步入会场
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