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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2月21
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种业
翻身仗。

右图 联合收割机在河北省泊头市
西辛店乡大付村的麦田里作业（资料图
片）。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下图 山东省滕州市东沙河镇小宫
山村村民在展示收获的“济麦 22”麦粒
（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冯杰摄

改变世界的种子

◎本报记者 杨 仑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 讯 员 江 珊 于 浩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脱贫攻坚答卷

图文
你好，火星！

NASA“毅力号”
成功登陆红色星球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网2月19日消息，在飞行
203天、穿越2.93亿英里（约4.72亿公里）之后，NASA迄今最先进
的火星探测器“毅力号”已于18日登陆火星。

“毅力号”为何选择杰泽罗陨石坑为落点？它在火星上将要
完成什么任务？扫描二维码，即刻一探究竟。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

产党历史》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

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稿 40 篇。其中部分

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党

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

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党为中华

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

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的光明前景。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

干部群众学好党的历史，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发行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20 日上午在

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党员干部中

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一致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的要求，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正当其时的精神洗礼

“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

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

其时，十分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此时在全党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对于甘肃

兰州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袁志

学来说，感触尤为深刻。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我们纪念

馆建馆 40周年。”袁志学说，在建党百年的

特殊时间节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对于坚

定信念、凝聚力量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将

立足本职工作，做好红色历史的研究员，红

色文化的传播员，红色家园的守护员，让更

多人了解党史、学习党史。”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特别是在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道路上，艰难险阻不可避免。”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国井冈

山干部学院教授刘付春认为，在新起点上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对于全党以更加昂扬

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建功新时代、奋进

新征程意义非凡。

“让党的光辉历史在我们的讲台上常

讲常新，让来院学习的学员学有所思学有

所获，这是我们作为老师的职责使命。”刘

付春说。

党史是明灯，也是号角。此时在全党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党

课，也是一场全面的精神洗礼。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蕴含着丰

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和智慧，是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

了丰厚滋养。”作为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

工作人员，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

振说。

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袁武振表示，

接下来将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更加投入到党史研究工作中，作出自己

的贡献。

永葆活力的必然要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部教科书里

有什么，我们应该学什么？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给出了答案。

“正如总书记所讲的，我们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

创造的历史。”第一时间上网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岳奎深有感触。

岳奎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以

辉煌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

化成果的科学性、先进性、人民性，加强党

史学习将进一步促进广大党员干部以高度

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创造，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

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讲话，让奋战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

委书记黄荣彪心潮澎湃。

环江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黄荣

彪告诉记者，近年来环江县累计减贫 6.66

万人，已顺利实现整县摘帽，全国毛南族也

已实现整族脱贫。

“我们将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牢固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带领毛南族

人民群众继续奋斗，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谈到未来的工作计划，黄荣彪干劲十足。

英雄者，国之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吉

林省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刘杰和同事们来到长春革命烈

士纪念碑前，久久驻足。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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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 21日电 （记者胡璐 于
文静）21 世纪以来第 18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

中央一号文件 21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全文共 5 个部分，包括：总体要求、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

领导。

文件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

开 启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新 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

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中央

认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

要，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要坚持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

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文件确定，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

农 业 产 品 供 给 、生 态 屏 障 、文 化 传 承 等 功

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

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

乡 关 系 ，促 进 农 业 高 质 高 效 、乡 村 宜 居 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

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

有力支撑。

（《意见》全文见今日第三版）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科技日报讯 （记者瞿剑）据中国农科院

最新消息，该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水稻分子设

计技术与应用创新团队，构建了一个全基因

组基因功能单倍型（gcHap）数据集，全面揭示

了亚洲栽培稻基因功能单倍型自然变异特

征，提出亚洲栽培稻多起源（驯化）假说。相

关研究成果新近发表于《分子植物（Molecu-

lar Plant）》杂志上。

团队成员、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徐

建龙介绍，目前，关于水稻种内两个亚种 in-

dica（籼）和 japonica（粳）起源的假说主要有二

种：一是单起源假说，认为亚洲栽培稻是从单

一的野生祖先起源，然后为适应不同的生态

和地理环境分化为籼和粳两个亚种；二是多

起源假说，认为籼和粳独立起源于不同的野

生祖先类群。

该团队于 2018 年牵头完成了“3000 份水

稻基因组计划”，从三个主要方面揭示了水稻

核心种质的基因组多样性：超过 3200 万个高

质量 SNP（单核苷酸多态性）；3万多个水稻编

码基因上的存在—缺失变异；超过 9.3万个结

构变异。然而，作为水稻种内遗传多样性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基因编码区的功能单倍型

（功能等位基因）在水稻种质资源中的变异特

征尚不清晰。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根据“日本晴”

水稻参考基因组注释信息，基于 3010 份水稻

核心种质基因编码区的非同义 SNP 数据，构

建了一个由 45963 个基因组成的全基因组基

因功能单倍型数据集；全面揭示了亚洲栽培

稻基因功能单倍型自然变异特征，提出亚洲

栽培稻多起源（驯化）假说，评估了现代育种

对全基因组功能单倍型多样性的影响。他们

还开发了适用于功能单倍型数据全基因组关

联分析和全基因组预测的软件包“HAPS”，为

今后水稻基因的基础研究和复杂性状有利等

位基因发掘提供极大便利，全面助力水稻分

子设计育种。该研究同时也对其他作物群体

基因组、功能基因组和设计育种研究具有借

鉴意义。

中国科学家构建水稻全基因组功能单倍型数据集

初春的吉林省靖宇县寒风瑟瑟，走进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纪念馆），一株高大的

树 木 最 是 显 眼 ，讲 解 员 王 孟 瑶 说 ，81 年 前

的 2 月 23 日，杨靖宇将军就在这棵树下与

敌人战斗至最后一人、最后一刻。

时针拨回到抗日战争的岁月，白山黑

水 间 有 一 种 标 语 树 震 撼 人 心 。 抗 联 战 士

们 剥 下 树 皮 ，刻 上 一 句 句 振 聋 发 聩 的 信

念 与 口 号 ：“抗 战 到 底 ！”“抗 联 从 此 过 ，子

孙不断头！”

1932 年 11 月 2 日 ，受 中 共 满 洲 省 委 委

派 ，共 产 党 员 马 尚 德 作 为 巡 视 员 ，来 到 南

满地区的磐石、海龙检查指导工作。正是

在 这 里 ，马 尚 德 改 名 为 杨 靖 宇 ，开 始 了 作

为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抗联历程。

在磐石期间，杨靖宇批判错误思想，整

顿 游 击 队 ，改 组 磐 石 县 委 ，组 建 东 北 人 民

革 命 军 第 一 军 ，三 打 汉 奸 邵 本 良 部 、发 动

老 岭 隧 道 战 斗 、团 结 各 个 抗 日 武 装 力 量 、

两次那尔轰会师……

1936 年 2 月 10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根据《八一宣言》制定了《为建立全东北抗

日联军总司令决议草案》，该草案强调组织东

北联军总司令部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意

义，同时为适应反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决定统

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将东北人民革命

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 北 抗 联 最 多 时 曾 发 展 到 11 个 军 、3

万 余 人 的 规 模 ，其 中 7 个 军 是 直 接 在 中 国

共产党满洲支部组织下，于群众中创建起

来 的 ，其 领 导 干 部 大 部 分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员。东北抗日联军的行程，推动抗日游击

战争迎来新高潮。

在东北的深山密林中，在零下几十摄

氏 度 的 冰 天 雪 地 里 ，始 终 有 这 样 一 群 战

士，在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甚至许多国人

都不知其存在的情况下，坚持和侵略者作

战周旋。十冬腊月的东北寒风刺骨，堕指

裂 肤 。 抗 联 战 士 缺 吃 少 穿 、缺 枪 少 弹 ，有

些部队甚至连御寒的衣服都没有，即便在

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杨靖宇将军及其他抗

联的领导人依然坚持战斗。

（下转第二版）

杨 靖 宇 ：白 山 黑 水 间 的 抗 日 英 雄

“刚搬上来的时候只有两间碎（小）房房，

水电也不通。外头一刮风，沙土就把家埋了，

我男人抱着娃娃哭了好几天。”

“你也后悔了？”

“我才不呢！这地方多好，一眼望过去平

平的，还有黄河，肯定比待在老家强。”

在近日与科技日报记者的对话中，高

小河口中所说的“搬上来”，指的是从宁夏

南部固原市西吉县的大山里，移民搬迁到

北部的平原——银川市永宁县。

只是她没想到，这个春节，当年让丈夫哭

了好几天的地方，因为一部讲述扶贫的电视

剧《山海情》，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

这里就是闽宁镇。

闽与宁

西海固地区，山大沟深，干旱少雨，曾被

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

存”的地区之一。

从“高小河”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当地人

对水的渴盼。

而在 1997 年，永宁县城西部一个叫玉泉

营的地方，还是茫茫戈壁。

当年 4 月份的一天，时任福建省委副书

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

近平同志带队来到宁夏考察。两省区负责同

志共同商定要在这里组织实施闽宁对口扶贫

协作，建设一个移民示范区。

习近平同志给这里亲自命名为“闽宁

村”。

他还满怀信心地预言：“闽宁村现在是个

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

一场相隔 2000 多公里的闽宁协作，跨越

山海，由此澎湃。

2001 年 12 月，闽宁镇正式成立。此后，

这里陆续接纳了来自西海固 6 个国家级贫困

县的 6.6万余名移民。

高小河搬来那年，小儿子不到半岁，如

今 已 是 一 个 23 岁 的 小 伙 ，在 银 川 有 了 工

作。全家人的纯收入，一年也稳定在七八

万元。

他们的命运，与印着“闽宁”二字的历史

洪流紧紧交织。

这 24 年里，福建省先后选派 11 批 183 名

援宁挂职干部，派遣科技、教育、医疗等专业

技术人员 2000多名，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33.69

亿元，支持建设闽宁镇和 110 个闽宁示范村，

近 60万贫困群众从中受益。

山海携手，和声嘹亮。

产业经

跟高小河一样的移民摘掉穷帽子，靠的

就是产业。

菌草蘑菇开启了闽宁镇产业发展之路。

《山海情》里有个教移民种蘑菇的教授凌

一农，他的原型是福建农林大学教授、菌草技

术发明人林占禧。 （下转第二版）

闽宁镇：风云脱贫路 山海定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