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
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坚持
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就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新要
求，对建设科技强国进行全局谋划和系
统部署，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
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站在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
新方位，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实践经
验和理论方法进行系统总结，开辟
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的新境界，
开辟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道路的新境界，开辟了新时代创新
发展的新境界

蓝天梦、创新药、智能造、未来车

……上海张江科学城未来公园，前来参
观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的人络绎不绝。

2023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细致看完每个展位，有感而发：“上
海取得的这些科技创新成果，让我感到
很踏实，有了更大的信心、更足的底气。”

从一颗螺丝钉也要进口到大国重器
彰显创新底气，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推动国家进步、造福人民生活。

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
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建成
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研发体系和工
业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生产力水
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
科技创新风起云涌，为人类社会带来深
刻变革和重大影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
全球经济结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揭示国家兴衰的“历史逻辑”，提出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抓
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强
调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
地位，提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
强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
科技事业发展全局，不断拓展新视野、提
出新命题、作出新论断，推出一系列奠基
之举、长远之策，为建设科技强国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习近平总书记的脚
步，一次次踏入创新要素最活跃的地方。

在新年贺词中“点赞”重大科技成
就，在贺电回信中致敬科技工作者……
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国之大者”，见证
中国创新爬坡过坎的拼搏。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
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博弈，习近平总
书记从应对风险挑战的维度揭示科技创
新的“倒逼逻辑”，提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上”；从时代进步的维度揭示经济
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提出“中国要强，
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

这是直面复杂多变内外部环境的清
醒研判：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

“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
己的明天”；

“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

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
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
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
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
击”……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
解决这些“卡脖子”问题，最终要靠自己。

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
我国在农作物种子、石油天然气、基础原
材料、工业软件、科学试验用仪器设备、
化学制剂等方面全力攻坚，加快突破一
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
域关键核心技术。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

统筹科技创新对发展和安全的支撑
能力，党中央、国务院2016年发布实施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接续实
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年）》、前瞻谋划2021—
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加强战略、规划、计划、项目的相互衔
接和压茬推进，在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
安全的基础核心领域瞄准前沿，部署一
批战略性重大科技项目。

以开放促改革 以改革促发展

把握“双通道”历史机遇
开创江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六月如火，注定不凡。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于6月16日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已具备通车条件；仅两天后，黄茅海大桥顺利

合龙，连接港珠澳大桥的黄茅海跨海通道全线贯通，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大湾区捷报频传，“双通道”机遇已至。
当前，我们必须增强信心、保持定力，善于把握“双通道”机遇，做好“大桥经济”文章，把江门改革开放各项工作推向

前进，扎扎实实完成好一个又一个阶段性任务，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动江门加速迈入万亿GDP城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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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科技强国不断前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科技创新发展纪实

江门日报讯（记者/毕松杰）近日，
省农业农村厅公布广东省标杆家庭农场
和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入围名单，我市
蓬江区乾龙锦鲤养殖场等92家家庭农
场，台山市春润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
等5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榜上有名。

近年来，江门严格按照制度完善、财

务清晰、管理规范、集约高效等标准，引
导家庭农场根据产业特点和自身经营管
理能力，紧跟市场变化，创新发展思路，
加快培育一大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
理先进、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成为推进
落实“百千万工程”的乡村主力军之一。

我市入围的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

作社将获得省农业农村厅的项目支持和
政策赋能，包括优先承接省现代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建设、承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
款贴息项目等。农业农村部门将加强对
这些家庭农场的指导服务，结合主体发展
实际制定培育方案，明确建设内容和目标。

据了解，此次评选是深入实施“百千
万工程”，营造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比学赶超”良好发展氛围，贯彻落实
《广东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标
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培
育）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的具体举措。

江门日报讯（记者/皇智尧 通讯
员/杨双云） 6月21日，市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张磊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
议暨十四届六十三次主席会议，同时
套开市政协党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 全面发展协商民
主》、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
要论述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
领导彭章瑞、胡念芳、任安良、周津明、
陈新汉、汤惠红、李文聪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作为最大政治规矩，全面、系
统、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工作谋划、职
能履行、自身建设等各方面，确保人
民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

前进。要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
定位，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
委“1+6+3”工作安排，扎实推进提案
办理工作、强化民主监督，用好市慈
善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公益基金，高
质量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和
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系列活动、邑
商·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自觉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要牢牢把握加强
政协履职能力建设的重大任务，以改
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持续
提升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
伍”履职能力素质，不断推进政协协
商向基层延伸，更好把人民政协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主席会议

以改革创新精神
推进履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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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标杆家庭农场和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入围名单公布

我市92家农场57个合作社上榜

6月21日，记者在台山市斗山
镇、海宴镇、汶村镇一带见到，田地里
大片早稻已成熟，当地农户正忙着收
割早稻。据了解，台山市今年早稻种

植面积逾3.5万公顷，目前已经开始
陆续收割，预计7月中下旬完成收割
工作。

江门日报记者 郭永乐 摄影报道

早稻收割忙

江河一脉家国梦

新华社6月23日电 据国家医
保局消息，目前医保码全国用户超过
11.5亿人，已广泛应用在就医购药、
医保查询、医保转移接续、办理跨省
异地就医备案等医保业务场景。为
帮助更多参保人，除人脸识别激活医
保码外，医保部门增加了医保码线下
激活、亲情账户线下绑定两种服务。

国家医保局介绍，医保码线下激
活主要适用于所有医保码注册用户，特
别是面部受伤人群、对智能手机操作不
熟悉的老年人、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和
外籍护照参保人群、其他无法通过线上
人脸识别的参保人；亲情账户线下绑定
主要适用于因各种原因无法线上自助
完成绑定的参保人及其家人。

在办理方式上，医保码线下激活
需要参保人本人前往医保线下经办
机构，告知经办人员需要办理医保码
线下激活服务，参保人提供参保地经
办机构要求的身份材料，在经办人员
通过系统代为激活医保码后，参保人

手机短信接收“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登录账号和默认密码，参保人
下载并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就可以成功激活个人医保码。

国家医保局提示，参保人在登录
App后要尽快点击个人头像，进入

“账号密码”一栏，修改默认密码，以
免登录时忘记密码。

亲情账户线下绑定需要参保人
本人前往参保地线下经办机构，告知
经办人员需要办理医保亲情账户线
下绑定服务，并按参保地经办机构要
求提供身份材料，在经办人员通过系
统代为绑定亲情账户关系后，就可以
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在

“亲情账户”页面查看已成功添加的
家庭成员。

据悉，医保码上线后，医保部门
持续优化简化医保码应用功能，先后
推出医保码大字版等服务，并在部分
地区率先实现医保码就医购药“一码
付”，持续提升医保码使用体验。

医保码新增两种线下激活服务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开启了一趟西北之行：陕西延安—青
海西宁—宁夏银川，4天时间3个省
份，行程跨越数千里。

黄土高原、延河水畔，世界屋脊、
湟水河谷，贺兰山下、塞上江南……
中国西北，黄河远上白云间，山川形
胜，气象苍茫。

6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延安出席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后
来到青海考察，第一站走进果洛西宁
民族中学，看望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

这是一群来自黄河源的孩子们，
他们的家乡是果洛藏族自治州，从边

远牧区来到省会西宁，求学于这所上
海援建的寄宿制中学。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高一（1）班教
室。这里，一堂主题为“新时代、新家
乡”的思政课正在进行。教室后面的
黑板报上，粉笔书写的“落其实思其
树，饮其流怀其源”，稚嫩而工整。

15岁的尼东拉毛起身展开一幅
手绘图，用标准的普通话向习爷爷讲
述家乡的今昔巨变：“从以前的骑马
放牧到后来的骑摩托车放牧，再到现
在的无人机放牧，我的家乡越来越现
代化了！”

牧区姑娘目光清澈，挺拔如一株
蓬勃生长的青稞幼苗。2023年9月，
她第一次走出县城，坐汽车辗转9个多
小时，来到这所中学。几个月后，品学
兼优的尼东拉毛第一次坐飞机远赴上
海研学。望着黄浦江畔的林立高楼、
璀璨灯火，她立下人生志向——将来
到艰苦地区去当一名语文老师，把无
限精彩的世界讲给更多人听。

习近平总书记慈祥地看着同学
们，亲切地说：“从牧区来到这里，生
活习惯会有一些改变，但你们的人生
会有更多的机会。”温暖有力的话语，
拨动孩子们的心弦。

教育之光，可以跨越山河阻隔。
教育对口帮扶，一直是习近平同志深
深的牵挂——

在福州工作时，发起“千家企业
建千校”爱心活动，为陕西延安捐建
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2015年春节
前夕，总书记到陕西考察，专程前往
这所小学看望慰问。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为对口帮
扶下实施迁建的四川南充之江小学
培土奠基。就在上个月，总书记还给
之江小学的学生们写了回信。

新时代以来，中西部教育被置于
全国教育总体格局中优先谋划设计，
一系列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
作帮扶政策举措，照亮中西部孩子们
求学成才之路。

教学楼前广场上，数百名师生向
总书记围拢过来。灿烂的阳光，洒在
质朴的脸庞上，如潮的掌声，真诚而
热烈。

“坚持全国一盘棋，相互帮助，特
别是沿海地区要帮助西部地区，发达
地区要帮助欠发达地区，都要找准角
色。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教育
对口帮扶，要把孩子们培养好，这有
深远的意义。”一番话，令现场许多人
热泪盈眶。

因为，在这所学校里，有太多这
样无悔奔赴的故事——

学校校长常途，来自长江入海口
的上海。从皖北考到上海，躬耕三尺
讲台，他笃信“教育改变命运”，组织
一声召唤，义无反顾走上高原。

高一（1）班班主任肖飞雪，来自
黄河中下游的洛阳。牧区孩子“渴求
知识的眼神”，让她决心扎根于此，

“只要学生们能走出去，走向更广阔
的舞台，我的选择就值了！”

江河一脉，同心筑梦。正如这所
学校的校歌所唱：“我住黄河源，君住
长江尾，江河奔腾不息，承载深情厚
谊……”

习近平总书记感叹：“包括教育
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
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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