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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
志《论“三农”工作》一书，近日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文稿61篇。其中
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
之重，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
了绝对贫困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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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大
台阶，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民生显

著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为党和国
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重要支
撑。习近平同志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
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发表一系列重
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三农”工作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

“三农”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根本遵
循。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全
党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
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举全党全社会之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三农”工作》出版发行

绿 色 发 展 绿 色 生 活

如今的和田大地，天更蓝，水更
清，草更绿。而这背后，是和田坚持守
牢生态底线，执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
制度，以实际行动深化“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

地区生态环保部门数据显示，近
年来，全地区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2021 年，在对和田市的 361 天有效监
测天数中，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105
天，在有效监测天数中的占比较
2020年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可吸
入颗粒物 （PM10） 浓度值为每立方
米326.8微克，较2020年同期相比下
降 1.5 个 百 分 点 ； 细 颗 粒 物
（PM2.5） 浓度值为每立方米 94.3 微
克，较 2020 年同期相比下降 16.5 个
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例较 2020 年
下降2.6个百分点。

除空气质量外，水环境质量和土
壤环境质量均保持稳定。2021年，地
区4条主要河流10个考核断面水质均
保持在Ⅱ类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为
100%，湖库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比例
100%，9个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监测点
8 个，水源水质均达到自治区考核指
标要求。全地区未发现土壤污染地
块，未发生农产品质量超标及疑似污
染地块、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不当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

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目
标，地区以“和墨洛”为重点区域，以降
低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提升
优良天数比例为抓手，深化工业源、生
活源、移动源等精细化管理，持续推进
实施空气质量提升行动；以改善水环
境质量为核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
环境综合治理，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
地和主要河流水体，协同推进水污染

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实施
水污染防治行动；持续开展涉镉等重
金属行业企业污染源排查整治和农药
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及白色污染治理工
作，提高固体废物管理水平，有序推进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实施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一系列举措的落

实，助力全地区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

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同
时，地区不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通过大力实施林业重点工程，推
进三北防护林体系等生态工程建设，

“十三五”期间，全地区完成沙化土地

治理面积302.44万亩，新增林地面积
36.39 万亩，林地总面积达 1940.83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1.65%，绿洲森林
覆盖率达30%以上，天然草场3940.75
万亩，沙区植被覆盖率逐年增高，生态
系统得到不断修复，减缓了风沙向绿
洲延伸进程。 （下转第2版）

蓝天碧水净土 生态绿化宜居
地区融媒记者 牟林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稻香村俯瞰（6月4日无人机拍摄）。 地区融媒记者 阿巴拜科日摄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石一凡 马伊尔江） 6 月 4
日，在民丰县尼雅水利枢纽
工程施工现场，项目正在紧
张有序建设中。据了解，项
目已进入主体工程施工期。
项目部工程师刘飞说：“尼雅
水利枢纽工程采用EPC总承
包建设模式，该工程于2017
年 11 月开工，2020 年 11 月
完成导截流工作，目前，正
在进行大坝基础处理和大坝
填筑工作。”

多年来，缺水一直是制
约民丰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因素，春旱、夏洪、秋
缺、冬枯的整体现状亟需改
变，尼雅水利枢纽工程建成
后将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尼
雅水利枢纽工程概算总投资
11.4966亿元，尼雅水利枢纽

工程位于民丰县城西南方向
85公里处，现场施工作业人
员 670 余人，投入大型机械
设备 200 余台，同时解决民
丰县90余人就业问题。

尼雅水利枢纽工程建成
后，水库总库容量可达4069
万立方米，改善灌溉面积10
万亩，年发电量 1827 万度，
将为民丰县农牧民持续增
收、经济快速发展、自然生
态改善、宜居环境建设提供
可靠水资源保证。尼雅水利
枢纽工程EPC工程总承包项
目部工程师胡磊说：“民丰县
下游灌区春旱严重，洪涝灾
害频发，为解决尼雅河水资
源的合理调配和高效利用问
题，建设尼雅水利枢纽工
程，建成后，将有效提高下
游河道的防洪标准。”

尼雅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忙尼雅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忙

尼雅水利枢纽工程联合闸井管理房正在加紧施工。 地区融媒通讯员 马伊尔江摄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6 月 6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谢慧变）近
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
实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
用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科技创新26条”），提出
的 26 条举措明确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夯实科技创新基础、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这是高质量发展理念提出后我
区出台的第一个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文件。”自治区科技厅党组
书记、副厅长孙永建说。

“科技创新 26 条”提出，到“十四
五”末，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比重达到国家高质量发展综合绩
效评价三类地区前列，全社会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明显提高。

“科技创新26条”明确了六方面重
点任务。一是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
强化重点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建立重
点产业技术创新清单，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深度融合；强化安全科技支撑与
科技惠民，强化原始创新能力建设。

二是增强科技战略支撑力量。打
造创新引领高地，把丝绸之路经济带
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和乌昌石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
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培育建
设国家级创新平台，积极争取国家实验
室在新疆设立创新基地、全国重点实验
室在新疆布局建设；增强自治区创新平
台支撑能力，试点启动建设新疆实验室
和自治区技术创新中心。 （下转第2版）

新疆出台科技创新26条举措

地区融媒讯 （记者 牟林 孙友军）6月6日，地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传达学习5月27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八次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有关团组审议讨论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努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学习《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便民警务站条例》。

地委书记刘琛主持学习会。地委、人大工委、行
署、政协工委主要领导，各有关单位及部门负责同志参
加学习会。

会议指出，全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实施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坚持和加强党对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要系
统推进文化润疆工程，推动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
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深刻理解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牢生态底线，深化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坚定不
移推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会议研究了地区纪检监察干部“进百乡、走千村、
入万户、惩贪腐、暖人心”工作，讨论了有关活动实施方
案。会议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精神，坚持以凝聚人心为根本，坚持刀刃向内、自
我革命、自我净化，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送到千家
万户，最广泛凝聚人心力量，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
造风清气正政治环境。

会议研究了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地
区直属机关部门机关纪委建设推动机关纪检工作等内
容。会议强调，全地区各级党组织要持续深化党的建
设，切实抓好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各项措施的
落实，要将机关党建作为今年全地区党建工作推进的
重点，把机关党建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推
动地区直属机关部门机关党的建设始终走在前、作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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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赵渤）6月6
日，和田地区京和妇女一家亲学习交流
培训班在井冈山开班。来自地区七县
一市的60名基层妇女工作者代表将在
井冈山进行为期一周的红色革命传统
教育培训。

为了使培训达到实效，充分利用红
色革命历史资源，在进行《井冈山斗争
与井冈山精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家风家教家训》《坚持群众路线，做好
新时期群众工作》理论教学的同时，还
通过重走红军挑粮小道、体验红军生
活、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瞻仰红军
烈士墓等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等方
式，提高教学效果，让学员们学有所思、
学有所获。

本次培训班旨在教育引领地区各
级妇女工作者，更加坚定地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
过学习感悟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井冈山红色文化研究院带班教师
表示，希望通过井冈山的红色资源，讲
好红色故事，让学员们了解井冈山斗争
时期的艰难岁月，感悟革命先辈留给我
们的艰苦奋斗、英勇斗争、最终取得胜
利的革命精神，为今后的工作和生活补
足精神之钙，砥砺前行。

学员们纷纷表示，将会倍加珍惜这
次难得的红色革命教育机会，认真学习
提高，深刻领悟“坚定信念、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
利”的井冈山精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提高党性觉悟，强化宗旨观念，在今
后的工作、生活中勇于担当作为，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

参加培训的墨玉县妇联主席玛丽
娅·阿塔伍拉说：“学习结束后，我将
把在这里的所看所学所悟带到工作
中，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妇女姐妹们，
像革命先辈们那样对党的事业无比忠
诚，坚定理想信念，用心用情服务好
群众，在发展产业、拓展妇女就业、
建设美丽乡村等各项工作中贡献巾帼
力量。”

京和妇女一家亲学习交流培训班在井冈山开班

传承红色基因 贡献巾帼力量

地区融媒讯 （记者 阿卜力克
木）6月1日，地区人民医院西院区成功
进行南疆首例应用超声骨动力系统的
拇外翻截骨矫形术，采用的截骨术式
为Scarf术式。该手术的成功标志着拇
外翻患者可以在和田通过手术进行治
疗。

此次手术是在来自北京积水潭医
院矫形骨科主治医师尹星华主刀医生
的指导下进行的。尹星华是北京援疆

医生，现任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骨一科副
主任，擅长下肢及足踝畸形的矫正及
髋、膝人工关节的置换。

在手术室里，主刀医生尹星华在其
诊疗团队的配合下，为患者赵惠玲进行
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拇外翻截骨矫形
术。手术后诊疗团队为患者处理伤口，
并指导患者术后康复。

今年42岁的患者赵惠玲出现前足内
侧突起伴疼痛1年多了， （下转第2版）

南疆首例应用超声骨动力系统
完成拇外翻截骨矫形术取得成功

6月6日，学员正在认真聆听老师讲述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
地区融媒记者 赵渤摄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卢瑛 阿巴
拜克日）2022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考试于6月7日进行，当天，记者从地
区教育招生考试办了解到，今年和田地
区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总共有 23191
名，其中单招录取 3020 人。全地区共
设九个考区17个考点828个考场，其中
备用隔离考场 22 个，对于特殊类型的

考生，将启用备用考场。
为确保 2022 年高考顺利进行，连

日来，全地区深入开展“2022年高考护
航”行动，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高
考，助力学子圆梦。

在高考前夕，全地区 18 个成员单
位组成应急保障组，多部门协作，启动
了高考“护考行动”，共同为考生营造安

全平稳有序的考试环境。在各个考点
都有考场安保、医护人员和特警值守，
公安、交警、环保、通信、城管等部门在
考点及周边安排执勤人员，开展交通疏
导、维护秩序、考点周边环境治理等工
作，并积极开辟绿色通道，为车辆提供
通行便利，以实际行动护航高考。

记者在天津中学考点外看到，地区环

境监测中心工程师阿卜杜赛麦提·阿塔吾
拉和工作人员正在对考点周边的环境进
行噪音监测。“按照工作要求，我们在高
考前两天就对周边建筑施工单位下发
停工通知。高考期间，我们还要在现场
实时监测，确保噪声降到60分贝以下，
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

今年，全地区共有 7000 多名工作人
员为高考保驾护航。公安、卫健、疾控等
部门对考点学校周边环境开展综合整治，
确保考试期间各考点周边环境良好。“持
续做好交通疏导、防疫消杀、水电供应、网
络保障、医疗保障、防暑降温等工作；确保
防疫物资准备充足，让考生和广大家长满
意。”地区教育局考试中心主任陈方林说。

全地区 23191 名考生参加高考
各方多举措助力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