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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今年恰逢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前身——中央歌舞团成立

70周年、东方歌舞团成立 60周年，谨向你

们以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诚

挚问候！

多年来，你们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

政策，推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文艺

繁荣发展、服务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

积极贡献，成为新中国的重要“文化使节”、

亮丽“文化名片”。一代代艺术家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时代放歌、为人民起舞，展

现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希望你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崇德尚艺，守正创新，唱响新时代的

主旋律，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为繁荣发

展文艺事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
2022年 12月 24日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回 信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

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

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

们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主攻方向，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

任务。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三农”工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不懈奋斗，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希望的田野

欣欣向荣，亿万农民满怀信心辛勤耕耘，我

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基本条件已

经具备。

向农业强国阔步迈进，科技创新是关键

变量。建设农业强国的根本动力是科技自立

自强。在耕地和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

农业稳产增产根本靠科技。必须用高水平的

农业科技、现代化的物质装备破解资源禀赋

约束，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提高土地

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走主要依

靠科技进步支撑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要实现种业科

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建设种

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有序推进生物育

种产业化应用，培育一批航母型种业领军企

业。要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以基础性、

战略性、原创性重大农业科技突破带动整体

创新能力跃升。要加强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建

设，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基因编

辑、生物工厂、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突围突

破。

建设农业强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

任务，将伴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过程。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使命在肩，职

责重大。结合工作实际贯彻落实好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

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我们一定能走出

一条科技创新能力强、农业发展水平高的农

业强国之路！

以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农业强国建设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2月 24日给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们回信，勉励他们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今年恰逢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前身——中央歌舞团成立 70周年、东方歌舞

团成立 60周年，谨向你们以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

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你们认真贯彻党的文艺

方针政策，推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文艺繁

荣发展、服务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成为新中国的重要“文化使节”、亮丽“文化名片”。

一代代艺术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时代放歌、为

人民起舞，展现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表示，希望你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崇

德尚艺，守正创新，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舞出中

国人的精气神，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回信
全文另发）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前身主要有两个，分别是

1952年12月成立的中央歌舞团和1962年1月成立的

东方歌舞团。党的十八大以来，该集团创作演出了舞

蹈诗画《国色》、舞乐《中国故事·十二生肖》、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音乐剧《绽放》等

一批广受好评的文艺作品。近日，中国东方演艺集

团的10名艺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新时代

十年开展文艺创作的收获，表达牢记初心使命、用艺

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创 作 导 向
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

12月 23日至 24日，第六届世界浙商大会

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共招引项目 78 个，总

投资额高达 3699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届之最，

涵盖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

重点产业。

这一数字，折射出浙江推动经济稳进提

质的信心。“沿着旧地图，一定找不到新大

陆。”浙商总会会长、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南存辉认为，浙商需要顺应新一轮科

技革命，推动“产学研政融用”创新体系的深

度协同与项目攻关，在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技

术领域，勇于探索创新突破。

从性价比转向不可替代性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阻碍，科技脱钩

等不和谐的杂音时有出现，加之疫情反复延

宕、通胀高位运行等挑战，国内经济面临需求

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许多

企业经营困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围绕制造业

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

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

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

畅通。

“ 从 制 造 业 角 度 讲 ，自 2002 年 加 入

WTO，中国的外贸出口、外向型经济高速发

展。全球产业链的格局，以效率提升和成本

降低为逻辑而形成。”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

力成认为，后疫情时代，以安全、稳定为逻辑

的全球产业链正在加速重构。

他表示，以前大家追求性价比，未来必须

要去追求不可替代性。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

中国企业继续融入全球供应链重构，实现“腾

笼换鸟”和产业升级。

现如今，800万浙商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

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发展等国家战

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南存辉建议，浙商群体可依托头部企业

综合竞争优势，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小微企

业协同发展，共建产业链合作“生态圈”，着力

固链、强链、延链、补链，推动浙江设备、技术、

标准、服务等对外输出，实现合作共赢。

面对诸多全球性挑战，新一轮的产业变

革如何在科学范畴中找到核心问题？

“这既需要科学家的好奇心，也需要有实

际需求的牵引。”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

校长施一公表示，国内大学、科研院所、科技

型企业应主动作为，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以更

柔性的方式破解国际合作之困局。

以技术创新促进体制改革

大会期间，浙江省科技厅的“科技攻关在

线”、浙江省经信厅的“产业一链通”等 9 个服

务浙商的数字化应用平台推广发布，将从不

同领域、不同维度赋能广大浙商发展。

针对科创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不高、科技

成果转化机制不畅等堵点痛点问题，浙江始

终把改革作为关键一招。比如“科技攻关在

线”，围绕解决“攻什么、谁来攻、如何高效

服务攻关、如何科学评价攻关”等问题，构

建 了 全 国 首 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数字化

应用场景。 （下转第四版）

科创领航 3699亿投资折射浙江稳进提质信心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5日电 （记者陆成
宽）25 日，由科技日报社主办、部分两院院士

和媒体人士共同评选出的 2022 年国内、国际

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入选的 2022 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分别

是：首次制成栅极长度最小的晶体管；二氧化

碳“变”葡萄糖和脂肪酸；“中国天眼”发现首

例持续活跃重复快速射电暴；第三艘航空母

舰福建舰下水；稳态强磁场刷新世界纪录；首

次发现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夸父一号”开

启太阳探测之旅；二十大报告专章部署教育

科技人才；中国空间站历史性完成“合体”；云

南培育出多年生水稻品种。

入选的 2022 年国际十大科技新闻分别

是：猪心植入病人体内标志器官移植新水平；

韦布望远镜拍摄到宇宙早期星系；地外存在

“生命之源”首次确认；“四中子态”迄今最明

确证据发布；人工智能从设计蛋白到作画聊

天成果频出；干细胞培育出全合成小鼠胚胎；

航天器撞击小行星有助地球免遭威胁；中国

空间站历史性完成“合体”；量子计算研究从

模拟虫洞到隐形传态获突破；核聚变研究首

次实现“净能量增益”。

2022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近日，《成为了光》王剑书自由绘画
展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举行。青年画家
王剑书5岁即被确诊为孤独症，他通过
绘画与世界沟通。这不仅是一场个人
绘画展，更是一次绚丽人生的分享。

图为观众欣赏展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艺术绘画

绚丽人生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 月 23 日至 24 日

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作出战略部署。

全国各地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

工作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具

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要铆足干劲，抓

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

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而努力奋斗。

铆足干劲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

走进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永胜农

机合作社的农机库房，大马力拖拉机等各

类农业机械，为今年的粮食丰收立下汗马

功劳，在保养后尽数入库。

合作社理事长刘明坤笑着说：“今年我

们种植了两万余亩大豆，通过良种、良法和

良机的结合，平均亩产在 400斤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国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

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这让我们广大农

民感到很振奋。”刘明坤说，明年要引入先

进农业机械和种植技术，为更多农户提供

生产托管社会化服务，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提升粮食产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依靠科技和改

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在南海之滨的海南三亚，从田间地头

到实验室，来自全国各地的育种科研人员

步履不停。连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

南繁研究院院长彭军一边带领团队开展攻

关，一边频繁辗转各试验基地对接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实现高水平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这让我们感到莫大的

鼓舞。”彭军说，中国农业科学院正整合全

院资源、创新运行机制支持“南繁硅谷”建

设，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民营养健康

等重大需求，聚焦农业基础性重大科学问

题和前沿育种技术持续开展研究。

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小辛集乡，连

片的大田里，冬小麦长势正好。蒙城县去

年探索“一村两作区”改革新模式，将各村

耕地划分为流转耕作区和自种耕作区，继

续种地的农户在“自种区”经营，大户在“流

转区”开展规模经营。

小辛集乡党委书记张朝阳说，深化农村

改革，必须继续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

这条主线。“通过实行‘一村两作区’，培养了

一批种粮大户。改革也充分尊重村民意愿，

让一部分村民保留了土地，并通过农业社会

化服务项目提高亩均收益约50元。”

张朝阳表示，2023 年在继续推进“一

村两作区”改革的同时，还将注重培养职业

化农民，从政策层面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收益保障力度，让广大农民在改革

中分享更多成果。

切实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

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

在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社下村千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现场，虽然天气渐寒，却一片

繁忙火热的景象，机械在田间来回开展表

土剥离，工人们正忙着修筑灌溉排水渠。

在一旁协调现场施工进度的社下村党

支部副书记曾发智介绍，建设高标准农田

让村民尝到了甜头，不仅“种得舒心、收得

高产”，还在今年干旱时期起到关键作用，

大大减少农民损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逐步把永久基本

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让我们更加

坚定了信心。”曾发智说，目前 2022 年计划

新建的高标准农田已全线开工，下一步将

加快项目进度，保质保量，争取明年春耕前

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

10 年来持续攻关，一直扎根田间地头

培育油菜优良品种的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油

菜产业体系首席专家黄桃翠团队培育出庆

油 3 号油菜新品种，亩产量能达到 200 公

斤，含油量 49.96%。

“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

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习近平总书记的

要求对科研工作者来说，是巨大的动力。”黄

桃翠说，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狠下苦功、真抓

实干，争取育成高产、高油、早熟，又适宜机

收的油菜品种，努力让农民更有奔头。

农机手减损田间“过招”、粮食烘干机

开足马力、封闭式运粮车往来穿梭、智能仓

储设备实时监测……今年的粮食收获季，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围绕粮食生产全

产业链，节粮减损茬茬压紧、环环相扣。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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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4日，“相约三里 活力重启”北京三里屯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围绕元旦、
春节等消费黄金期展开。图为市民在三里屯太古里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