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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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吴晶 胡浩 胡喆 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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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新型举国体制的安排，提出持续深入的要求。“中国
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

2024年5月27日，编号为B-919G的国产大型客机正式
交付东航，这是东航接收的第六架C919飞机，也是东航增订
100架C919飞机订单的首架机。

就在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商飞公司考察时登上
C919大型客机展示样机，详细了解有关设计情况。他指出：

“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
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

C919大飞机实现商业运营，国产大型邮轮投入运营，中
国空间站全面建成，锂电池、光伏产品扬帆出海……

奋进在建设科技强国的大道上， （下转第4版）

江 河 一 脉 家 国 梦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施雨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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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3版）

聚焦高质量发展聚焦高质量发展··矿业篇矿业篇

和田绿色矿业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春天
地区融媒记者 张亚辉 董瑞强 张云海

6 月 22 日，新疆矿业权出让项目推
介会在和田召开，近700名嘉宾齐聚大美
和田，共享新机遇、共谋新发展，携手谱
写新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新篇章。

出席推介会的既有自然资源部、自
治区领导，也有矿业院士专家学者，更有
全国310余家涉矿企业负责人，政策、技
术、资本、市场在和田汇聚，在独特的区
位优势、资源优势加持下，天时地利人和
俱全，和田绿色矿业迎来高质量发展的
春天。

绿色矿业交出“亮眼”成绩单

此次推介会共推介出让矿业权项目
127个，在和田地区境内的矿业权项目23
个，占本次推介出让项目的18%，涵盖铅
锌、锂铍、铜、铁等优势矿产资源，和田地
区矿业权出让在全疆矿业权出让中具有
举足轻重地位。

2024 年，和田地区已成功出让探矿
权13个，成交价15.01亿元；出让采矿权
2个，成交价4.38亿元。作为此次推介会
承办地，和田地区拿出家底，共推介地州
权限探矿权 37 个、采矿权 17 个、整合探
矿权10个，矿权种类丰富、质量上乘，诚
意满满。与6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标志着和田在加大矿业权出让、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方面
迈出新步伐。

和田绿色矿业交出“亮眼”的成绩
单，与国家重大战略与重要政策支持分
不开，与自治区党委关心关怀分不开，与
地委、行署扎实推进绿色矿业发展分不
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对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和加强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加大
勘探开发力度，提高自我保障能力；特别
是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指
出，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能源资
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新疆在国
家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资源和
区位优势明显，面临着矿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机遇。

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八大产业集群”建
设，对和田倾力打造“6+2+30”现代化产
业体系给予充分认可，多次到和田就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进行考察调研，强调要
认真谋划推动和田优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围绕全产业链加大企业招引落地力
度，持续推动延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规

模化、集群化发展水平，给和田绿色矿业
发展理清了思路、坚定了信心。

和田地委、行署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绿色矿业产业集群建设，高位推动昆冈
经济技术开发区（有色金属产业园）、民
丰有色金属产业园建设，多次协调解决
产业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各类事项，极大
加快绿色矿业发展进程。 （下转第4版）

沙漠、绿洲、雪山……复杂多样的地域环境，形成了和田得天独厚的成矿环境。这是雪后巍峨壮观的昆仑山。 本报资料图

天津助推和田矿业全产业链发展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勇）6月22
日，记者从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
以来，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紧紧围绕自
治区及和田地区关于绿色矿业产业集群
发展的要求，抢抓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
战略行动，用好援疆政策，创新合作模
式，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积极发
展和田绿色矿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推进
和田矿业全产业链发展。

近年来，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充分

发挥天津在矿产资源勘探技术方面的人
才优势，围绕和田资源禀赋，聚焦打造绿
色矿业产业集群中心任务，积极助力和
田开展新一轮找矿行动，协调推动天津
华北地质勘查局（以下简称“华勘局”）在
东三县开展野外踏查工作。同时，修订
完善天津产业援疆扶持政策，2024年安
排援疆资金8000余万元用于支持重点产
业发展，持续支持华勘局申请国家新一
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专项资金，激发矿
业权市场活力，加速释放矿产资源潜力。

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进一步完善产
业链条，推进和田矿业全产业链发展。
着力打造前端检测链，协调推动天津市
质检院与和田地区质检所签署合作协

议，设立和田地区矿业检测实验室，投入
援疆资金515万元用于中心设备采购、实
验室改造等，在服务本地矿业发展的基
础上，检测服务将逐步辐射喀什、阿克苏
等地；积极打造上游探采链，在天津援疆
前方指挥部的推动下，2024年3月22日，
华勘局与行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和
田东三县展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
大力推进有色及稀有金属矿产资源勘探
开发；着力打造中下游选冶深加工链，深
入开展产业招商，充分挖掘头部企业资
源，引入矿产资源冶炼及副产品深加工
等领域的先进企业，补齐下游精深加工
产业链条短板，打造探采选冶一体化全
产业链，积极探索新一轮矿业产业援疆

新模式。截至目前，已有中国化学、中国
石油渤海钻探、天津能源集团、市政集
团、华勘集团、荣程集团、德龙集团等10
余家企业就绿色矿业勘探开发达成了初
步合作意向。

此外，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加大和
田矿业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坚持“产业+
人才”双联驱动，邀请天津矿业检测机构、
地质勘探机构进行全面技术培训和指导，
为开展和田地质勘查、工程施工、检验检测
等相关业务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同时加强
本地专业人员培养，坚持“输血+造血”相
结合，支持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矿山方
向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建设和田首个产
教联合体，为矿业企业开展订单式专业人
才培养。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人才、学生到
天津高等院校、地质勘探和检测机构跟班
学习，建立“师徒帮带制”，手把手教经验、
传方法、解难题，为和田绿色矿业高质量发
展打下坚实人才基础。

援疆工作进行时援疆工作进行时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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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7 点左右，朝阳洒向塔克拉玛干沙
漠，于田县往东20多公里的阗东防沙治沙综
合示范区，二十几台拖拉机轰鸣着将一个个
小沙丘推成平地。不远处的沙地里，正在育
苗的红柳、梭梭已经长了寸许，等待秋天时再
移栽到新平整的沙漠中。

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是 3046 公
里。过去40多年，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
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最后285公里“缺口”位
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市至若羌县沿
线，于田县正处于缺口中。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285公里锁
边固沙工作正在进行，补齐这最后的缺口，就
能形成一圈巨大的绿色生态环线。

“梯田式”治沙，效率提高一倍

把小沙丘推成平地，每亩成本几百元。
但还有很多高达 20 多米的大沙丘，推平的
话，每亩地平整费用就得上万元，耗时20天
以上，怎么办？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贾存鹏带
记者驱车来到几公里外的一片沙地，连绵起
伏的高大沙丘呈梯田状，坡度都在 30 度左
右，高度3到5米，坡面由草方格固定，平面上
的梭梭和胡杨可以将草方格的“寿命”从5年
延长至10年左右。

“这种方式，每亩成本只要1800元，耗时
也缩短2/3。”贾存鹏说，因地制宜，才能更好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
治沙工程，“今年我们采用‘梯田式’治沙模
式，效率提高一倍。”

平整好的沙地上，布满毛细血管一样的滴
灌带。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眼机井，附近是一
个巨大的沉砂池，来自地下的水汇到沉砂池，再
通过滴灌带精准地滴到每株植物的根部。

记者发现，这些沉砂池的位置都在高
处。“我们把沉砂池建在高大沙丘之间的坑洼
中，地势较高，晚上用电低峰时抽水存在沉砂池中，白天就可以通过自
压式供水把水送到地势低的地方，节省一笔电费。”贾存鹏介绍。

于田县工业园区建在沙漠边缘，附近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园区内
上万人产生的生活污水在这里变成再生水，流向沙漠中滋润着绿色。

沙漠里育苗，植物成活率更高

远远望去，在一片沙丘梯田上，一抹淡淡的翠绿色若隐若现，与常
见沙漠植物的土绿色不同。走近后发现，这是一个月前种下的梭梭种
子新发的嫩芽。于田县正在进行一项新探索：在治沙现场育苗。

以往，育苗都是提前在苗圃里通过扦插进行， （下转第3版）

在于田县阗东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推土机平整沙丘，为后续工作
开展打下基础（本报资料图片）。 地区融媒记者 阿卜力克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