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收时节， 在广袤的田野上， 农民

驾驶着农机收割夏粮， 确保颗粒归仓；

硕果累累的农田、果园，呈现出产业蓬

勃发展的景象；风光旖旎的乡村，迎来

各地游客……

近年来， 贵阳贵安学用 “千万工

程” 经验，以“四在农家·和美乡村”

为载体，以“强省会” 为抓手，坚定不

移 “强三农” ， 农业农村经济承压前

行、稳中有进。 2024 年上半年，贵阳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142 .63 亿元、增长

4% ；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072 元、 增长 7 .1%， 绝对值和增加

值保持全省第一。 贵阳贵安乡村振兴

稳步推进、高质高效，正在逐步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 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

做强种子“芯片” 筑牢农业根基

金秋时节，稻穗飘香。 走进清镇市红

枫湖镇民乐村龙滩村民组， 在贵州筑农

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筑农高

科）的水稻育种科研示范基地，稻秆已经

被饱满的稻谷压弯了“腰” 。

“这片基地示范种植的水稻采用了

我们的最新专利，今年长势良好，目前是

以展示为主， 近期不断有种植大户和经

销商来参观。 ” 筑农高科负责人邓勇介

绍，9 月下旬就会收割测产， 预计亩产

800 公斤左右。

通过基因应用， 筑农高科培育的

筑优 110、筑优钰禾、筑优玉禾占等品

种已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 具有矮秆

抗倒、 优质高产、 广适性好的特点 。

“‘筑 ’ 指贵阳， 就是要把种子 ‘芯

片 ’ 技术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为保障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 ” 邓勇介

绍， 公司研发的系列水稻品种已在全

国各地推广种植 300 万亩 ， 仅贵州省

内就有 20 万亩。

这一边种子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

另一边的制种基地也取得新成效。

为促进玉米制种本土化 ， 贵阳贵

安在乌当区新场镇王坝村开展了规

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

化、绿色化“六化 ” 示范，带动玉米制

种基地高质量发展，这也是省内唯一

一个采用“六化 ” 模式打造的玉米制

种基地。

据了解， 全省玉米种子目前缺口达

1500 万公斤以上，过度依赖省外，面临

诸多不可控的风险因素。因此，建设“六

化” 玉米制种基地不仅是提高种子质量

和市场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制种本土化

的需要。

今年，“六化” 玉米制种基地已基

本实现基地规模化、制种机械化、生产

标准化、 经营集约化、 管理信息化、资

源绿色化。 在 9 月 10 日进行的田间测

产验收中， 玉米鲜穗加权平均亩产达

679.6 公斤 ， 干籽粒加权平均亩产达

260.6 公斤。

农业现代化 ，种子是基础 。 近年

来 ， 贵阳贵安先后出台支持种业高

质量发展 18 条措施、 种业高质量发

展 3 年实施方案 、 现代种业评价指

标体系 ， 种业企业达 53 家， 29 个主

要农作物品种通过国家级审定 、 170

个 主 要 农 作 物 品 种 通 过 省 级 审 定 ，

在种业发展相关措施支持下 ， 制种

基地从 2022 年以前的 300 余亩增加

到现在的 1 . 3 万亩 ，种业发展迈出新

步伐 。

深化产权改革 激活农村要素

9 月 2 日，息烽县小寨坝镇小寨坝村

耐头山村民组四栋闲置农房在息烽县农

村产权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总面积 1400

平方米，通过多方竞价后均达成交易，总

金额 124800 元。

将农村闲置宅基地及农房使用权在

线上平台挂牌交易是息烽县 “宅改” 试

点的经验成果之一。 息烽县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线上操作简化

了手续、 方便了群众， 也提高了交易效

率，安全又便利。 ”

这 也 是 贵 阳 贵 安 在 深 化 宅 基 地

改 革 上 的 积 极 探 索 。 近 年 来 ， 贵 阳

贵 安 把 加 强 农 村 产 权 流 转 交 易 市

场 体 系 建 设 作 为 畅 通 城 乡 资 源 要

素 流 动 的 重 要 抓 手 ， 加 快 构 建 农 村

产 权 流 转 交 易 体 系 ， 推 动 农 村“沉

睡资源 ” 向“活跃资本 ” 积极转变 ，

实 现 农 村 产 权 交 易 规 范 化 、 市 场 化

发展 。

2021 年， 贵阳统筹推动贵州省农

村资源资产权益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

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合作 ，

搭建起全省首个市级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运营中心———贵州省农村资源资产

权益交易中心贵阳运营中心 （以下简

称省农交贵阳运营中心）。 中心设立

以来，通过加强区域联动，将综合服务

体系建设工作重心下移， 积极建立上

下联动 、 规范有序的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市场体系， 以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

动和公正交易。 “今年以来，全市产权

交易项目达 1730 宗，农村发展动力得

到不断激活。 ” 省农交贵阳运营中心

负责人介绍。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沉

淀，2023 年底， 贵阳被确定为全国 33

个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整市（州）

试点之一， 为加速农村资源资产盘活、

提高农村产权交易质量带来新的发展

契机。

（下转 2 版）

贵阳贵安：蓄势赋能“强三农” 乡村振兴“加速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

当前，贵阳贵安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的一系列决策部署，聚焦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改、改什么、为

谁改、怎么改” 等重大问题，把党中央和省委擘画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景图细化

为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全力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

今起，本报推出“8+1” 系列改革典型报道，紧密围绕强省会“八个强” 、党建领域

工作，推出一批小切口、大改革的综合性新闻，深入报道贵阳贵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生动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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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统一安排部署， 截至 9

月 14 日， 十一届市委第七轮巡察 10

个巡察组完成巡察进驻工作。

被巡察单位分别召开巡察进驻

动员会。 会前，各市委巡察组向被巡

察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 、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精神和

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巡视巡察工

作部署新要求， 通报了有关工作安

排。 会上，各市委巡察组组长作动员

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

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巡察

工作提出要求。

各市委巡察组组长指出，政治巡

察本质是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

路线的重要保障，是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

安排。 市委巡察组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把“两个维

护” 作为根本任务，突出政治巡察定

位，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

和领导班子， 更加强化震慑作用，更

加突出标本兼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围绕被巡察党组织贯彻党

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和省委、市委重点

工作，坚定不移落实“四主四市” 工

作思路情况，深入查找履行党的领导

职能、 主责主业方面存在的政治偏

差，保障党的大政方针和上级党委各

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结合市委、 贵安新区党工委巡察

工作实际，本轮巡察对贵阳市 11 个开

发区和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开展

常规巡察，对体量较大、问题突出的 6

个乡镇（街道）、5 个村（社区）开展

提级巡察。 贵安新区党工委对 6 个部

门（单位）开展“点穴式” 巡察。 各市

委巡察组将严格执行巡察工作方案，

准确把握被巡察党组织的职能特点和

监督重点，紧紧围绕“四个聚焦” 开展

监督检查。 深入查找被巡察党组织在

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市委重要工作安排的情况，聚焦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

聚焦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的情

况， 聚焦巡视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的

情况等方面存在的政治偏差， 着力发

现和推动解决制约影响高质量发展的

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 督促被巡察

党组织更好履职尽责， 为中国式现代

化贵阳实践提供坚强保障。

被巡察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

示，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

巡视巡察工作的部署要求， 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勇于自我革命

的精神，全力支持配合好市委巡察。将

以此次巡察为契机，强化使命担当、压

实整改责任， 扎实做好 “后半篇文

章” ， 努力将巡察整改转化为推动本

单位本地区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

巡察期间设立举报电话和邮政信

箱， 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党组织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 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

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

题的来信来电来访， 重点是关于违反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以及巡察

整改等方面问题反映。 巡察组受理信

访时间截止到 2024 年 11 月 25 日。

十一届市委第七轮巡察完成进驻

黄河万里，奔流激荡，她是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 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

明。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千秋大计。

9 月 1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兰

州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2019 年郑州 、

2021 年济南、2024 年兰州……党的十八

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

游， 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 三次主持召开座

谈会，对母亲河的未来深远谋划。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

党中央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以来，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稳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能

源粮食安全基础不断巩固， 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

上，一曲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黄河大

合唱” 正在神州大地奏响。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黄河，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分量

很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

况，为黄河保护治理、流域省区转型发展

指明方向，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擘画蓝图。

9 月 11 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黄河兰州中山桥段， 了解当地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等情况， 同正在黄河岸边

休闲旅游的市民、游客亲切交流。

总书记站在桥上， 凝望着滚滚黄河

水，神色凝重。

忧心黄河之病，着眼黄河之治，习近平

总书记牵挂着母亲河的“健康” 问题。

5 年前的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

记正是在甘肃考察时明确提出：“我曾经

讲过，‘长江病了’ ，而且病得还不轻。 今

天我要说，黄河一直以来也是体弱多病，

水患频繁。 ”

那次考察后不到一个月，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赴河南考察，在那里主

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 再忙，黄河

问题还是要安排时间认真研究一下，党

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 ” 习近平总

书记开宗明义，“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

河，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

重要的经济地带。 然而，多年来累积的问

题让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依然脆弱： 在全

国主要流域中，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占流域土地面积比例最大； 上中下游生

态易退化，恢复难度极大且过程缓慢；部

分地区污染排放强度较高。

统筹上中下游 、干支流、左右岸 ，

习近平总书记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定下调子———“共同抓好大保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

青海是长江、 黄河、 澜沧江的发源

地，肩负着守护“中华水塔” 的重任。 36

岁的牧民更尕家住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

州杂多县昂赛乡， 这里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 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启动， 更尕的家被划入三江源国家

公园澜沧江源园区， 更尕也成为园区的

一名生态管护员。

“我们用相机、笔记本记录家乡野生

动物、草地情况的变化。 平时遇到伤害野

生动物等案件， 生态管护员会第一时间

联系当地执法部门。 ” 更尕说。

今年 6 月，在青海考察期间，听闻当

地致力于 “把青藏高原建设成为生态文

明的高地”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就

是你们最大的贡献。 重中之重是把三江

源这个‘中华水塔’ 守护好，保护生物多

样性，提升水源涵养能力。 ”

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 流经千沟万

壑的黄土高原，黄河的含沙量陡增。

因地制宜、对症开方。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 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

治理。

陕西北部的延安、榆林两市，大部属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是黄河上中游地

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

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 位于黄土

高原丘陵沟壑区的一条小山沟。 从前是

“山上光秃秃、年年遭灾荒” ，如今已经

“层层梯田盘山头、 片片林草盖坡洼” ，

村民种植的山地苹果成了致富的 “金蛋

蛋” 。 村民自豪地说：“现在黄河的水里

再也没有高西沟的泥沙。 ”

2021 年 9 月 13 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这里考察调研时指出， 高西沟村是黄

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 你们坚持

不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与时俱进发展

农村事业，路子走得是对的。 要深入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把生态

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走

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路。

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 一路千折百

转，黄河在此处汇入茫茫渤海。

2021 年 10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黄河入海口， 沿木栈道察看黄河三

角洲湿地生态环境。

总书记嘱咐当地负责同志：“要把保

护黄河口湿地作为一项崇高事业， 让生

态文明理念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征程上发扬光大，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增光增色。 ”

守护母亲河， 一系列制度规划先后

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为保护母亲河擘画长远蓝图；黄河

保护法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为黄

河保护治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印发，明确具

体发力方向……

守护母亲河， 一系列切实举措落地

见效———开展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城镇

环境治理设施补短板等系列行动；实施

多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工程；着力补上城市环境治理设施短

板，污水直排、垃圾乱堆等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

金秋时节，天气渐凉。 甘肃兰州的摄

影爱好者刘延治等待着与大天鹅一年一

度的“约定” ———近年来，每年 11 月至

次年 3 月， 都有二三十只大天鹅飞来在

三河口天鹅滩越冬。

黄河从兰州穿城而过， 三河口是黄

河及其支流的汇流之处。 近年来，当地综

合施策使黄河水质稳定提升， 也让大天

鹅有了更好的栖息环境。

鸟儿的选择， 正是黄河流域生态逐

渐向好的见证。

近年来， 黄河水质更好了，2023 年

黄河干流全线已连续两年达到Ⅱ类水

质；黄河两岸更绿了，流域生态质量总体

改善，上游植被覆盖“绿线” 比 20 年前

西移约 300 公里； 野生动物更多了，雪

豹、 白唇鹿、 岩羊等野生动物重现黄河

源，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

增加到 373 种。

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

同格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

黄河上下， 正在奋力描绘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2019 年 9 月 17 日，河南郑州，黄河

博物馆的“千秋治河” 展厅。

习近平总书记久久凝视着一幅黄

河改道图———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

江淮，纵横 25 万平方公里，水之所至，

“城郭坏沮，稸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

无庐” 。

“黄河宁，天下平。 ”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华民族治理

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

九曲黄河万里沙。 黄河是全世界泥

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

的河流之一， 素来 “多淤 、 多决 、多

徙” 。 千百年来，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

的祈盼。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的 2500 多年

间，黄河下游共决溢 1500 多次，改道 26

次，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

（下转 3 版）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纪实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砥砺奋进，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