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文昌航天发射场视察，代表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向发射场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这是习近平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察看发射塔架等设施设备。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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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祝华

◎本报评论员

“安不忘危，盛必虑衰。”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

全是头等大事。4月15日，我们迎来第七个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的主题是“树牢总体

国家安全观，感悟新时代国家安全成就，为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近

期，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宣

教活动，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

观，凝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共识和力量。这也

正是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要义所在。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

提。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

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

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

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想，成为维护

国家安全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党的十

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

写入党章。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一系列紧密

联系、相互贯通的基本观点，科学回答了中

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维

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标志

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

了新高度。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我们之所以能稳中求进，得益于党中央坚持

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统筹传统安全和

非传统安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当前，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形势产

生深刻影响，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对我国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形成新挑战。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

隐患，都有可能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甚至影响

到国家利益。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树牢总体

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

本，保持发展的定力，持续夯实经济实力，千方百

计加强科技实力，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全面提

升外部安全、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国民安全、传统

安全、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

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

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我们要

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无小事”的观念和意识，

增强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开展

有针对性的、形式多样的活动，大力宣传总

体国家安全观。只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全

社会共同努力，就能最大限度防范化解各类

风险，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就一定能奋力开拓

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保驾护航。

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 筑起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

◎本报记者

“云课堂”、网络直播，一场场国家安全知

识主题班会在全国中小学展开；年画娃娃、动

漫小老虎齐上阵，为国家安全知识普及“打

call”；论坛、宣传展让全民学习国家安全知识

的氛围浓厚……2022 年 4 月 15 日是第七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进一步深化国家安

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法治意识，筑

牢维护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全国各地以各

种形式开展了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

国家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

“国家安全，永记心间。小小石榴籽，一

起向未来”……4月 13日，在阿克苏地区柯坪

县湖州小学教室内，学生们簇拥在屏幕前，和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西

校区学生进行视频连线，同步开展“我和新时

代国家安全”主题班会。

当天，新疆阿克苏地区各县（市）各学校通

过“云课堂”，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国家安全知识

普及、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在主题班会

上，老师详细地向学生讲述了什么是国家安全

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例。班会结束后，柯坪

县湖州小学学生则拉莱·阿力甫说：“我们要像

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一起捍卫我们的

国家安全。”

天津市北辰区华辰小学也在 13 日通过

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物

安全科普班会。北辰海关的关员，通过生动

鲜活的事例，为同学们讲解了国门生物安全

相关知识，用有声有色的微视频小动画为孩

子们展示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意义，引导孩子们不断提升生物

安全和生态保护意识。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开展了“4·15”

总体国家安全观进校园专题巡讲培训，来自

内蒙古集宁一中、北京八中乌兰察布分校等

学校的 60余名师生参加了培训。授课中，内

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大为以“树

牢总体国家安全观 聚焦大安全理念”为题，

从 6个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了系统阐

释和深入解读。

（下转第三版）

各地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

4 月 10 日至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

南考察时走进科研院所并作重要讲话，在

科技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一

定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嘱 托 ，解 放 思 想、开

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勇攀科技高

峰 ，为 实 现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践 行 使

命担当。

用科技创新守护好农
业中国“芯”

在 考 察 崖 州 湾 种 子 实 验 室 时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叮 嘱 ，中 国 人 的 饭 碗 要 牢 牢 端

在 自 己 手 中 ，就 必 须 把 种 子 牢 牢 攥 在 自

己手里。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的团队撸起袖子

加油干！”中国科学院院士、三亚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主任杨维才难掩激动。当时，他给总

书记重点介绍了未来育种技术、野生水稻人

工驯化、适合工厂化立体种植的小型化作物，

以及实验室规划和建设进展。“我将和团队成

员一道，把实验室打造成‘南繁硅谷’科技核

心和种子创新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杨维才

院士说。

骆清铭院士既是一名科学家，同时也

是教育工作者，为地方和国家科技事业输

送人才肩负重任。

（下转第三版）

勇 攀 科 技 高 峰 践 行 使 命 担 当
——习近平总书记海南考察重要讲话在海南科技界引发热烈反响

新华社海南文昌4月14日电（记者梅常
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12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视察，代表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向发射场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

候。

四月的海南，满目青翠，生机盎然。下午3

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在椰

林映衬下，一座现代化的发射塔架巍然矗立。

习近平结合展板听取发射场基本情况、执行任

务情况和后续发展规划汇报，察看发射塔架等

设施设备。得知发射场成立以来，出色完成长征

五号、长征七号火箭首飞等一系列重大航天发射

任务，成功将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嫦娥五号月球

探测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送入太空，开创了

我国一箭22星新纪录，习近平对他们取得的成

绩表示肯定。

随后，习近平依次来到航天器总装测试

厂房和火箭水平测试、垂直总装测试厂房，详

细了解有关任务准备情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发射

场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习近平强调，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

箭发射场，是我国深空探测的重要桥头堡，在

我国航天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

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坚持面向世界航天发展前沿、面向国家航天

重大战略需求，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

破，全面提升现代化航天发射能力，努力建设

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

习近平强调，按照既定部署，今年我国将完

成空间站建造任务，天舟四号、五号货运飞船和

问天、梦天实验舱将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

空。要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确保发射

任务圆满成功，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张又侠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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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星

4月 1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文昌航天发射场视察，代表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向发射场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这是习近平来到技术测试厂房，详细了解有关任务准
备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4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文昌航天发射场视察，代表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向发射场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这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习近平强调，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场，是我国深空探测的重要桥头堡，在我国航天体系中具
有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坚持面向世界航天发展前沿、面向国家航天重大战
略需求，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全面提升现代化航天发射能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

■习近平强调，按照既定部署，今年我国将完成空间站建造任务，天舟四号、五号货运飞船和问天、梦天实验舱将从文昌航天
发射场发射升空。要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确保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4 月 13 日，《自然》杂志刊发干细胞领域

重大突破——运用化学小分子实现细胞命运

的重编程，即将人成体细胞转变为干细胞。

该成果由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

大—清华生命联合中心邓宏魁研究团队完

成，只需在人皮肤细胞的培养液中滴上几种

化学小分子制剂，一个月后皮肤细胞就能转

变为多潜能干细胞，具有重新发育成所有已

知的人体细胞类型的能力。

2012 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颁给了“体

细胞重编程技术”，当时用于重编程的转录因

子是一种基因物质，其重编程效率较低且有

致癌风险，而且该技术缺少可控性，成为通往

临床的阻碍。

为了让干细胞诱导更安全、更有效率，北

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邓宏魁团队十几

年来持续开展小分子的寻找工作，通过化学

小分子将已经分化的人体细胞逆向转变为干

细胞。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成功诱导分四步

多潜能干细胞，是可以从早期胚胎里面

获得的一种干细胞，它具有无限发育的潜

能。在生物技术用于干细胞诱导之前，从胎

盘、脐带中获得干细胞是较为原始的方法，且

获得的干细胞发育能力有限。

人们希望随时获得干细胞，必须掌握适

宜的制备技术，让已经分化的人类成体细胞

“走回头路”回转为干细胞。（下转第三版）

我国科学家用小分子诱导出人干细胞

自 1988 年建省办经济特区，全国最大的

经济特区走过了 34年；自宣布启动海南逐步

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至

今已有 4年光景。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

改革开放而兴。

“到海南来，不断听到‘4·13’这个词。巧

合的是，四年前的今天也在海南，赋予了海南

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吹

响了改革开放新号角的这一天，正是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召开之日。

2022 年，当再一次来到海南，蓝图一个

个落地，时光里的发展变化令人感叹。习近

平总书记观感深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

展明显，整体推进蹄疾步稳、有力有序。”

行走海南，从三亚北纬 18 度的阳光，到

五指山海拔 1867 米的绿色海洋，再到洋浦经

济开发区 114.78 平方公里涌动的蓝色经济。

4年时间，最美的图画，徐徐铺展。

“上世纪 80 年代在厦门工作期间，开展

了厦门市 1985－200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研究，提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把厦门建设成

具有自由贸易特征的多功能经济特区的设

想。我较早研究自贸港问题并推动某些政策

在厦门实施。”

彼时，中国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今天，

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时与势，将建设

自由贸易港的任务交到了海南手中。习近平

总书记饱含期待：“由海南来完成这项历史性

任务，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

设的一个战略安排，不断摸索、大胆试验，现

在蹚出来一条路子。”

北纬18度：光和热的故事
“专注做好自己的事，

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

10日下午，考察第一站，三亚。

宁远河东侧，地处北纬 18 度的冲积平原

聚满光和热。

“过去这块地打算用于旅游开发，您在

2018 年讲话要求集聚创新要素，那之后花了

很多心思转型发展。”海南省负责同志向习近

平总书记汇报。

2019 年启动建设，布局南繁科技和深海

科技两大板块。在这里，总书记细致端详规

划布局：“一个立足温度，一个立足深度。方

向选得好。”

一栋栋不起眼的小楼，揭榜挂帅，酝酿着

一场静水深流的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其中一栋，崖州湾种

子实验室。60后的院士和 90后、00后的高校

学子在同一个屋檐下钻研，新时代的育种人

来自大江南北。

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立全国育种基地，如候

鸟迁徙的老南繁人都吃过当年的苦，“一边当农

民，一边搞科研”“躬身背麻袋，返乡路迢迢”。

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也是农业

的“芯片”。刚到梁家河，年轻的习近平就被

派往制种站学习良种繁育，“农民说，‘好儿要

好娘，好种多打粮’，‘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

空’”。再后来到正定工作，“每年正定都到这

里繁育种子，现在种子谱系更全面。”

从单纯育种向种业全产业链转变，共享

平台也日臻完善。现场介绍情况的杨维才院

士生动形容，种业从 1.0发展到了 3.0阶段。

“我一直关注南繁科研育种，要科学谋划

加快推进，建设成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习

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这件事有养育中华民

族的战略意义。”

谁来养活中国，曾是昨天的难题，也是

今天和明天须臾不可松懈的重大课题。总

书记谈到这件事：“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

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

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

要自立自强。”

同一片田野上，播撒着一代代的希望。4

年前深入南繁，习近平总书记在田垄上听袁隆

平老先生讲稻谷。往事历历在目。“我们要弘

扬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精神，袁隆平同志是一

个楷模。实际上像他这样的还有很多人，埋头

苦干、默默耕耘、十年磨一剑，久久为功。”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植物遗传育种学

家谢华安、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中国紧凑型

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

堆、甜瓜大王吴明珠……个个怀揣热情，在这

里留下足迹。 （下转第三版）

“探索试验蹚出来一条路子”
——记习近平总书记赴海南考察调研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赵 鹏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