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4月 30 日

下午就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进行第二十二次

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

略任务，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

是农村贫困地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

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

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

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

成果。

学习会上，郭金龙、黄兴国、周本顺分别谈了近年

来北京、天津、河北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方

面所做工作，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发

言，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推进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农村面貌发生

巨大变化。近年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力度，农业基础地位得到显著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得到

明显改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调整取得重大进

展。同时，由于欠账过多、基础薄弱，我国城乡发展不

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

一体化意义更加凸显、要求更加紧迫。

习近平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

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

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

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

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要把工业和农业、城

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

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

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

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

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

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

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

增强，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技术条件，到了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顺应我国发展

的新特征新要求，必须加强发挥制度优势，加强体制机制

建设，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

的方针，坚持和完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努

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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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察家
又逢“五一”国际劳动节。

前几天，与同事闲聊，言及如今“节”对许多人来

说，几近等同于旅游、休闲，“劳动节”之意义何在？

捎带回望了一下历史：1886年 5月 1日，美国芝加

哥市 20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 8小时工作制而举行了

一次大罢工。3年后，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社会主义

者代表大会就将 5 月 1 日定为国际劳动节。因此，此

节可以说是一个尊重劳动、向劳动者致敬和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的特殊节日。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看，劳动酿造生活，劳动创造

财富；劳动是幸福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源泉，劳动更赋

予劳动者人生的意义；劳动光荣，劳动美丽。所以，劳

动者理应受到尊重，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维护。

当然，要看到，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劳动者合法权

益，已经有了更新更深的内涵。

以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为例，该法规强调，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

必须在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进行健康检查，检查费

用由用人单位承担。职业健康检查有别于一般的健康

体检，其目的是筛查职业病、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

关键之处在于，此管理办法的施行意味着，职业

健康检查已成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体检行为，即检

查结果具有判定劳动者健康损害责任的法律效力。

然而，长期以来，此项检查却常常被劳动者和用人单

位双方所忽视。这既给劳动者的健康安全带来莫大

的隐患，又造成职业病纠纷和维权问题接连不断，同

时也对社会稳定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这些情况显然已经引起党和政府层面的重视与

关切。中共中央、国务院 4月 8日印发的《关于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所确定的若干目标任务中，就有

“劳动条件不断改善，职工安全健康得到切实保障”。

在“依法保障职工基本权益”一项中，则提出要“切实

保障职工休息休假的权利……切实保障职工获得劳

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安全事

故和职业病危害”。

安全的、卫生的、有尊严的劳动，应该也是健康

的、愉悦的、有效率的劳动。对劳动场所或工作环境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要特别加以关注和防范自不待言，

但通常所见之超时劳动（工作）对劳动者个人健康及

工作效率或生产力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因为，

我们的身体会疲劳，需要休息；同样，我们的心智资源

也会耗竭，需要恢复。工作上那种不管不顾地加班加

点、死打硬拼，实际上于个人于组织皆非明智之举。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

就认识到工作时长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他为工人

制订了每周 40个小时的工时规定。（下转第三版）

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尹传红

科技日报北京5月 1日电 （记者房琳琳）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水星探测器“信使号”

（MESSENGER）飞船坠毁水星表面，成功结束了 11年

的探测任务。

第一艘环水星轨道进行科学探测的“信使号”探

测器，于北京时间 5 月 1 日凌晨 3 时 26 分“寿终正寝”，

其官方推特@MESSENGER2011 的最后离别语是：

“好了，我想是时候跟朋友、家人、支持团队说再见

了。我会尽快做出最后的努力的。”

随后，这个账号又粘贴出一张水星表面图片，图

片说明是：“‘信使号’最后一幕？粉碎！”这当然不是

实时图片，NASA以前说过，撞水星的那一面正好背对

地球。但是该机构确认了探测器确实已经触地。

NASA 的官方公告称：“‘信使号’水星探测任务

按照计划结束了，它以每秒 3.91 公里的速度（大概是

子弹飞行速度的 3 倍，是声速的 12 倍）撞向水星表

面，形成了一个新的‘陨石坑’。”探测器本身只有 3 米

长，但撞击出的“坑洞”直径预计是 16 米，大概有一个

篮球场那么宽。产生的能量有 1 吨 TNT 炸药爆炸那

么多。

这个任务 2004 年启动，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最大的发现是水星的永久阴影下的极地陨石坑中，含

有大量冰冻的水以及其他易挥发的材料。

NASA 科学任务理事会副理事长约翰·格伦斯菲

尔德说：“‘砰’，伴随着撞击水星表面带来的影响，‘信

使号’任务将继续为科学家提供大量新的科学成果，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任务的新阶段——分析富

矿体中令人兴奋的数据，继续解开水星的秘密。”

北京时间5月1日凌晨3时26分，环水星轨道科学探测器撞碎在水星表面

“信使号”水星使命迈向顶峰走到终点

新华社米兰5月 1日电 2015 年意大利

米兰世博会 5 月 1 日开幕，世博会中国馆于

同日开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发表

欢迎辞。

习近平在欢迎辞中表示，欢迎大家光临

中国馆。米兰世博会聚焦农业和食品，这个

主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很有意

义。中国人自古就认为：“民以食为天。”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好 13

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发展第一位的任

务。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

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中国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馆，大家将了解到

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先进的科技成果、丰

富的饮食文化，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

题，视之为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

正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愿同各国交流农

业技术和经验，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共

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习近平最后祝米兰世博会成功举办。

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主题为“滋养

地球，生命能源”，于 5月 1日至 10月 31日举

办，共有 148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本届

世博会上，中国国家馆首次以自建馆形式赴

海外参展。

习近平为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开馆发表欢迎辞

1 日上午，盲人调音

师陈燕第 12 次带着她的

“眼睛”——黑色拉布拉

多导盲犬珍妮，前往北京

天通苑地铁站。

前 11 次的经历并不

令人愉快。最后一次尝

试，是在 2013年。导盲犬

珍妮再次被地铁站工作

人员以“宠物不得入内”

的理由拒绝。

“珍妮是个多愁善感

的 小 女 生 。”陈 燕 知 道 ，

每次被拒，珍妮都会情绪

低落。为了不让自己的

孩 子 再 受 委 屈 ，陈 燕 决

定，以后再不去天通苑地

铁站。

但，事情起了变化。

1日，新版《北京市轨

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开

始实施，带上有效证件，

导盲犬可以进入北京地

铁和全国火车站。

他 们 聪
明，能顺利带
主人去往目
的地

穿上导盲鞍的珍妮

进入了工作状态。她不

怕人。虽然一群媒体记

者 跟 着 陈 燕 ，但 珍 妮 步

伐 稳 健 ，很 淡 定 。 走 着

走 着 ，她 的 尾 巴 开 始 前

后 摆 动 ，轻 轻 擦 过 陈 燕

的大腿。

“摇尾巴了，说明她

高兴。”陈燕感到了珍妮

传过来的心情讯号。她

又对珍妮说：“是去地铁

站哦，不是去超市。”

珍妮受过专业训练，

而且很聪明，去过一次的

地方，下次就知道怎么带

着陈燕走。

训练她的地方，是中

国 大 连 导 盲 犬 培 训 基

地。这是迄今为止唯一

一家经中国残联批准成

立，能够在导盲犬繁殖、

培训、应用等方面提供专

业指导的非营利性机构，

建于 2006年。到现在，共

有 80 余条导盲犬从基地

“毕业”，送往全国各地。

导盲犬品种一般选择金毛或者像珍妮这样的

拉布拉多。它们温顺、聪明。

遇 到 路 面 有 台 阶 ，珍 妮 就 会 停 下 来 ，两 只

前腿先放上去，等着陈燕的动作。陈燕伸出脚

感 受 一 下 台 阶 的 高 度 ，知 道 怎 么 走 了 ，就 说 一

声：“good！”

带着主人上下楼梯，带着主人躲避障碍物，

是导盲犬的基本功。在还是幼犬的时候，他们要

去寄养家庭里呆上一年左右，熟悉与人相处；之

后回到基地进行六个月左右的专业技能培训。

训练时间长，中间还要不断淘汰；对培训基地来

说，培养一只合格的导盲犬费用超过 12 万元，淘

汰率高达 80％。

他们安静，在地铁上只要
一点点空间

绕过早餐店摆在门外的桌椅，穿过路障的缝

隙，又过了一条马路，珍妮带着陈燕到了天通苑地

铁站台阶下。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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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信使号”探测器与水星的艺术构想图。右图“信使号”探测器拍摄图像合成的水星，色彩并非水星实际色彩，而是反映了其地表的不同化学成分、矿物乃至物理性质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NASA

科技日报讯（记者井长水 通讯员汪俊杰）“这是

中国首次成功绘制牡丹 DNA 指纹图谱，牡丹也可办

理‘身份证’了！”日前，记者从洛阳牡丹基因组研究

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深圳华大科技人员与洛阳

农林科学院技术人员已完成牡丹 DNA 指纹图谱的

绘制工作，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气候、土壤等环境发生变化后，牡丹的花色、花

型、花期都会跟着变化，因此同一株牡丹的种子，因

生长环境不同长出的牡丹也会有差异，甚至成为一

个新品种。”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张耕耘说，

牡丹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其基因系统相当庞大。

据他介绍，牡丹有 5 对染色体，15G 基因，是水稻基因

的 40 倍。

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牡丹基因组学的 5 项研究成

果：第一次系统性进行了牡丹种质资源研究，摸清了

牡丹“家底”；第一次绘制出牡丹聚类树，搞清了牡丹

“亲缘关系”；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出 269 万个多态性

的 SNP 分子标记，绘制了牡丹 DNA 指纹图谱，为牡

丹品种办理了“身份证”；第一次定位牡丹农艺性状

相关基因，明晰了分子育种“路径”；第一次绘制出牡

丹高密度遗传连锁图，为牡丹基因组图谱绘制“奠定

了基础”。

此次研究成果揭示了牡丹的起源、进化和遗传

基础。待成果投入实践运用后将为解决牡丹科研和

产业发展难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可以大幅提升牡

丹育种技术和创新能力。“摸清基因还有助于弄清牡

丹的起源和进化，对牡丹进行基因解码。一旦某种

牡丹因为某种原因灭绝，它留下的基因也能使它‘再

生’。”洛阳农林科学研究院生物研究所所长吕树作

告诉记者。

洛阳牡丹有了“身份证”
我国成功绘制牡丹指纹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