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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辉祖孙三人正在高标准农田里查看农情

齐鲁大地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山东篇

“蓝鲸 1 号” （前右） 和“蓝鲸 2 号” （前左） 在其生产基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基地进行维护和保养。  新华社发

这是 2021 年 5 月 13 日拍摄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色。   新华社发

江西丰城 ：

大粮仓里的种粮新事

80 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江

西丰城市建立了长乐乡苏维埃政

府，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带领穷人

打土豪、分田地。今天，丰城市已成

为江西大粮仓，2021 年全市粮食

总产量达 20.24 亿斤。在这片红土

地上，69 岁农民杨国辉祖孙三代

“接力”种粮，见证了“中国饭碗”越

端越牢的历史新貌。

荣塘镇马口村连片的高标准

农田里，青苗正茁壮生长，杨国辉

喜上眉梢。“今年天气不错，人勤劳

天帮忙，指望着又是丰收年！”他

告诉记者，这是 2021 年新改造的

高标准农田，耕作条件好，每亩地

一年能产 2000 多斤稻谷，比以前

的“望天田”好太多了。今年，杨国

辉一家共流转了 3000 多亩地种水

稻，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

杨国辉从小在村里长大，帮父

母种家里六七亩地。“以前人赶牛，

牛耕地，人多地少，每亩地一季最

多收七八百斤稻谷，靠种地只能勉

强养家糊口。”由于生活清苦，他索

性带着女儿跑到外地卖水果挣钱。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粮食

直补、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

策出台，杨国辉敏锐感觉到国家越

来越重视农村，农业大有可为。50

岁那年，他毅然返乡，把所有积蓄

拿了出来，在村里流转了200亩地，

开始大规模种植水稻。

“那时我已经用手扶拖拉机

耕地了，虽然效率不高，但总比牛

耕地快，一天能耕 20 多亩。种粮有

国家补贴，粮价也不错，粮农收益

越来越好，坚定了我多种粮的信

心！”忆往昔，杨国辉分外感慨。

2006 年，远在海南做小生意的

儿子杨志军，看到父亲在家中种粮

收益好，也主动返乡加入了父亲的

种粮事业。杨志军想，现代农业必

定是规模化、机械化的高效农业，

光靠人力肯定种不好地。

和父亲传统种地方式不同，他

自己经常外出参加各种农技培训，

试种水稻新品种，着手添置新型的

大型拖拉机、收割机，粮食产量大

幅提升，10多年间，流转的耕地也

从 200 亩扩大到 500 亩、1000 亩、

3000 亩……这几年，在国家农机补

贴政策的支持下，他先后购买了 4

台耕地机、3台插秧机、2台农业

无人机，推动农业生产向“机器换

人”转变。

两年前，在广东打工的孙子杨

邦眼瞅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粮食生

产，在爷爷和父亲的鼓励下，也回

到村里当起了“职业粮农”。和父辈

相比，26 岁的杨邦有更多新想法。

他在学习种粮之余，还喜欢研究乡

村振兴、科技兴农等政策，积极对

接丰城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运用

农事、农资、农机服务大数据平台，

解决种粮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买种子化肥，在农资大数据

平台一看就知道厂家价格，既便宜

又便捷。农忙时农机不够，打个电

话给农事服务中心，农机就调过来

了！”谈起这些大数据“玩意”，杨

邦轻车熟路。最近，他还和农技部

门合作，在田里建了一个气象服务

站，在种植基地里安装了摄像头，

实时监测农田土壤和农作物生长

环境参数，他种的粮食比父亲种的

亩产提高了 100 多斤。

（据新华社）

“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有效进展”
作为经济大省，山东在全国发

展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经济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中，山东面临产业结构总体偏重、新

兴产业总量偏小等突出问题。

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东考察时强调，“要坚持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的思路”“推动高质量

发展取得有效进展”。

山东迅速行动起来——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2018 年

以来，累计整合清理地炼产能 2352

万吨；累计治理“散乱污”企业 11

万多家，化工园区由 199 个压减至

84 个。

传统动能提档升级。4 年来，

实施投资 500 万元以上技改项目

3.8 万个，投资规模居全国首位。

新动能不断壮大。去年，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

加值占比达到 31.7%，比 2017 年

提高 10 个百分点；“四新”经济投

资占比超过一半，达到 51.2%。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企

业考察时鼓励我们不断在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上取得新突破。4 年来，

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奋力攻关，在

高端精细化学品尼龙 12、柠檬醛、

可降解塑料等方面接连获得突破，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销售收入

也从 600 多亿元增长到 1400 多亿

元，净利润从百亿元级跨入 200 亿

元级。”万华集团董事长廖增太说。

山东今年又提出，重点在科技

研发、人才引育、数字变革等方面

进行“十大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持续动力。

正值夏收时节，从泰山山麓、

黄河两岸到黄渤海之畔，齐鲁大地

上，收割机在田野里忙碌，空气中

弥漫着麦香，一派丰收景象。

“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

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

农业道路”“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

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山东

的“三农”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牵

挂于心。

小麦品种济麦 55 是山东省农

科院作物研究所培育的新品种，在

国家区域试验中比连续多年全国

种植面积最大的济麦 22 增产 5%

左右，品质达到国家中强筋优质小

麦标准。“落实总书记的要求，我们

不懈地研发，就是要用更好的种

子，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山东

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宋健

民说。

近年来，山东在海洋强省建设

上，做强海洋高端装备、深耕海洋

牧场，去年海洋生产总值约 1.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在基础

设施提升上，开展综合立体交通

网、能源保障网等“七网”行动，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重回全国第一方

阵；在打造开放高地上，中国（山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

设有序推进，去年山东进出口总额

2.93 万亿元，连续 6 年创历史新

高，同比增长 32.4%……沿着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山东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奋楫前行。

        “确保‘十四五’时期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深入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他强调：“确保‘十四五’

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为黄河永远造

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山东是黄河入海口，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勇担

重任：加快黄河防洪减灾工程建

设；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态廊道，

推进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着力发

挥山东半岛城市群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龙头作

用……

夏日的东营市黄河入海口湿

地，绿草连天、百鸟翔集。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

到黄河入海口考察时强调，要把保

护黄河口湿地作为一项崇高事业。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主任刘静近期

正忙于统计东方白鹳孵化雏鸟的

数量，也为迎接生态补水季的到来

做准备。“今年以来，保护区已修复

1000公顷湿地，鸟类由1992年建区

之初的187种增至371种。”刘静说。

为彻底改善黄河原蓄滞洪区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山东实施迁建

及改造提升等措施，让 60 万滩区

群众喜圆安居梦。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东考察时指出，“要扎实做好

安居富民工作”“确保人民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我们社区引进农业龙头企

业，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

等产业，大家的收入不断增长，生

活一天比一天好。社区里还建起了

幼儿园、养老院、卫生室，这样的日

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山东东营市

杨庙社区居民许建峰说。

黄 河 流 域 能 源 资 源 富 集。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胜

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考察时指

出，绿色低碳发展，这是潮流趋势，

顺之者昌。

如今，研究院总地质师曹小朋

和团队研究的二氧化碳捕集、利用

与封存技术已用于油田生产中。

“二氧化碳驱油既减少了碳排放，

又增加了原油产量，兼具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曹小朋说。借助二氧

化碳驱油与封存关键技术，胜利油

田已在 7 个区块累计注入二氧化

碳 42 万吨，增油 11 万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山东是红色精神的高地，也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革命老区临沂考察时会见了当

地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

代表，于爱梅是其中一位。

于爱梅是沂蒙母亲王换于的

孙女、沂蒙红嫂张淑贞的女儿，年

近七旬，依然活跃在沂蒙精神宣讲

一线。于爱梅说：“现在我的女儿

也加入了宣讲队伍，我们要让前辈

留下的沂蒙精神代代传承。”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临沂考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

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

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

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

光大。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

山东不断加大红色资源保护、红色

文化传扬力度：山东博物馆对珍贵

革命文物实行本体保护和数字化保

护；打造沂蒙党性教育基地；推出

民族歌剧《沂蒙山》等一批优秀文艺

作品；建成红色旅游景区近百个。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子

研究院参观考察。他强调，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

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近年来，山东举办尼山世界文

明论坛，建设尼山世界儒学中心，

推进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打造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

曲阜市在村居、社区、学校、企

业等领域打造了数十个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示范点；实施“村居+ 社团

+ 群众”模式，广泛开展“我们的节

日”、经典诵读、非遗传承等活动，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在百姓中间。

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与红色

基因叠加，凝聚起奋勇向前的强大

力量，齐鲁大地铺展开更加美好的

画卷。

（据新华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山东考察调

研，对山东寄予殷切期望，“努力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上走在前、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前、在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牢记

总书记嘱托，山东以昂扬的姿态努力开创新时代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万象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