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版4 本版主编 颜亦君 编辑 车丹萍 吴思2025年3月14日 要 闻

广告经营许可证:吉工商广字07001号 本报地址:白城市中兴西大路43号 邮政编码:137000 总编办（传真）:3340153 一版编辑部:3341760 二版编辑部:3340384 三版编辑部:3340142 广告部:3323838
专刊部:3340401 新闻热线：13943450687 13943604545 白城新闻印务有限公司承印:3325780 白城日报社发行公司发行:3340020 零售：1.50元 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举报电话：3340153

经白城市公路管理处批准，决定对白城市
2024年国道珲阿公路套保大桥危旧桥梁进行
改造施工，项目承建单位白城交投路桥工程有
限公司。为确保施工期间行人及行车安全，
2025年3月20日至2025年8月31日对G302
国道珲阿公路 K965+990-K967+500 左幅
（白城至大安方向）进行半幅封闭交通，借用
右幅（大安至白城方向）单车道双向通行。

施工期间该路段社会行人、车辆请按照
现场安全提示标志和指挥人员要求安全通
行。为此，给广大行人、车辆带来极大不
便，敬请原谅！

特此公告
白城市公路管理处

白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公路大队
2025年3月11日

封路公告

遗失声明
吴迎锋不慎将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那金镇富

泉村土地证遗失，证号：N0.D2208810040847，代
码：220881103216000017J，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姚锦骏不慎将三方协议遗失，编号：

2403202，毕业院校：白城师范学院，学号：
08120422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洮南市雨田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不慎将财

务章遗失，章号：2208811254341，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洮南市雨田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不慎将法

人章遗失，法人：贾志国，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盛晓玲不慎将白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于2001年8月26日开具的吉林省销售
不动产统一发票和房屋商品房购销合同遗失，发
票号码：0002779，不动产地址：金辉南街24号楼
（诚基花园 3#），面积：33.89 平方米，金额：
52529.50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海波不慎将洮北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书 （产权调换、住宅） 遗失，征收编号：
9A6202，面积：66.24平方米，地址：新城家园F
区9号楼2单元7层西，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刘海波不慎将铁东棚户区改造住宅入户结算凭

证遗失，档案编号：9A6202，面积：66.24平方
米，地址：新城家园F区9号楼2单元7层西，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吕华俊不慎将洮北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协议书 （产权调换、住宅）遗失，征收编号：
XL2389，房屋用途：住宅，结构：砖木，地址：
华威家园二期127-2号楼 2单元4层东，面积：
66.34平方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吕华俊不慎将白城市洮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新立棚户区（二期）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回迁安
置 （住宅）公开抽签选定楼房房号确认书遗失，
征收编号：XL2389，地址：华威家园二期127-
2号楼2单元4层东，面积：66.34平方米，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于万龙不慎将白城市 03-9 地块

（现代一品）集体土地及地上物征收与
补偿协议遗失，档案号：031，回迁安
置面积：56平方米，地址：碧桂园橡
树湾四期1号楼1单元9层东户，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于万龙不慎将白城市 03-9 地块

（现代一品）集体土地及地上物征收与补
偿协议遗失，档案号：031，回迁安置面
积：35.96平方米，地址：现代一品7号楼
5单元2层西室，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通榆县县社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220822MJ4035795P） 决
定停止活动进行清算，成立清算组。
请享有债权的组织或个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组织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郑经纬
联系电话：18243640003

通榆县县社幼儿园
2025年3月11日

（上接一版） 我国科研论文发明专利数量大，但落地转化
少。创新链与产业链“相望难相见”，是阻碍新质生产力形
成的卡点。

习近平总书记听后，指明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节奏：“过
去研究和生产是‘两张皮’，现在科研成果转化率比过去高得多
了，特别是企业自身直接研发形成成果转化，院校和企业形
成共同体，这样的趋势、方向是对的，要快马加鞭，把激
励、促进政策进一步抓好。”

如何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
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多次考察调研：在合

肥，了解当地如何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在武汉，看“武创院”如何探索解决“点菜的不吃
饭，吃饭的不买单”，让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同频共
振……

此次在江苏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这些年
努力，科技创新氛围浓厚，产业创新百舸争流，两者融合势
头良好，但某些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仍然存在。”

打通“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让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无缝衔接”，关键要靠改革。

总书记强调：“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
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
体”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教育的作用。

在今年的政协联组会上，总书记深刻指出：“新时代新
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
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
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有先行先试的魄力，有毫不动摇的定力。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以经济界人

士为主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重申党中央始终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当作自己人。

今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为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指明方向。

这次，在江苏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
全面落实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一视同仁对待各种所有制企
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重申党的方针政策，出台实打实的工作举措，都在充分
表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
计”。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9场有关

区域发展的座谈会，一盘着眼全局、纵横联动东西南北、统
筹联通国内国外的发展大棋局布子成势。

“汇通江淮之气概，畅达黄海之辽阔”，习近平总书记对
江苏寄予厚望：“经济大省不仅指经济块头大，更意味着在
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大，要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上有更大的担当。”

对此，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等发展战略中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加强与京
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的对接，深度融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这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高超智慧，是窥一斑而知全豹的
远见卓识。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奋勇前行，中国式现代
化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三）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中国式现
代化，民生为大”

别看李肖娜代表是“90后”，她已在基层社区工作了12
年。坐在习近平总书记对面，这位踏实稳重的年轻人讲起基
层工作来如数家珍。

“你们社区人口有多少？”总书记关切地问。
“7266人，由5个居民小区组成。我刚来的时候，只有

3000多人，现在翻了一番。”李肖娜脱口而出。
听了这几个数字，总书记感触良多：“过去的居委会，

印象里都是比较小的。社区书记是‘小巷总理’，管的事特
别多，很不容易。”

小小社区，一头连着百姓生活冷暖，一头连着国家长治
久安。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我到地方考察，总要看看农村、城市社区”“我特别关

注‘一老一小’这个重点”。
重庆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的食堂、宁夏银川市长城花

园社区的卫生站、甘肃兰州安宁区枣林西社区的党群服务
中心……这些年，到地方考察，总书记一次次进社区、听
民声，牵挂“一老一小”。

这一次，听了基层社区书记李肖娜的故事，总书记进
一步谈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先说“老”：“要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同时，老年
居家服务要完善措施，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培育好老年医
护职业。”

再说“小”：“根据人口结构和办园质量，现在的托幼服
务，有的地区还有‘不足’或‘过剩’的现象，要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完善。我们都希望孩子们安全、健康，希望托幼服
务人员专业、有责任心，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和管理。”

教育，民生之基，牵动亿万家庭。
2023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强调“基础教育，承担着

非常光荣艰巨的历史任务”，2024年全国两会上，又叮嘱
“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

今年，总书记参加政协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联组会
时寄语：“大家一起来共商教育大计。”

“我们自己的教育历程，天翻地覆！”抚今追昔，沧桑巨
变——

一穷二白之时，为扫盲办识字班。“那个时候是能不能
吃饱饭的问题，全中国人民都勒紧裤腰带，教育经费捉襟
见肘。”

改革开放之初，从集资办学到“希望工程”，点亮了千
千万万孩童的梦想。“当年我给梁家河村里还集资办了小
学，挺高兴的。后来为什么没了呢？也是好事，为提升教学
质量，集中到乡镇去办了。那也是学校结构的一次调整。”

今日之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现在家家户户关注教育，这

方面的热点不少，说明教育氛围浓厚，也反映出我们的教育
距离人民期盼还有一些差距。”

来自四川省教育厅的蔡光洁委员提到，近些年来人口分
布重心向城市转移、学龄人口梯次减少，一些新问题随之而
来，如学位供给过剩与紧缺并存、教师队伍结构不均衡等。

总书记指出解决路径：“要着眼现代化需求，适应人口
结构变化，统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统筹政
府投入和社会投入，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
置机制。”

“教育问题既是惟此为大的事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事
情。既要久久为功，又是当务之急”“好学校要看大师，不
光是看大楼”。总书记的话切中肯綮。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
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
体，“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
理，又有服务”。

点赞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新农人”代表，“这方面国
家要有一些导向，有一些政策
支持”。

询问学校毕业生就业方向、
就业率，“特别是要抓好就业这
个最基本的民生”。

……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
展得快一些，理应在促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上积极探索经验、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今年在江苏
代表团，总书记的这句话，让来
自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的吴惠
芳代表思绪万千。

这位从军 20 多年的老兵，
2005年脱下军装，通过自主择
业到永联村工作，将建设共同富
裕的幸福村视为自己的新“阵

地”。去年全国两会，他将自己的相关思考和实践向总书记
作了汇报。

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走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道
路，你们是先行者，要把这个路子蹚出来。要继续推进共同
富裕，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在湖南，入春耕稻田；去甘肃，询果林收成；赴福
建，观渔获满舱；到湖北，看蔬菜长廊……回望过去一
年，总书记考察调研行程之中，始终贯穿着对乡村全面振
兴这个“大课题”的关注和思考，印刻着重若千钧的“人
民”二字。

山河万里，情怀如一。
“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
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总书记心里始终装着
人民，句句都讲到了人民的心里。

（四）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中国式现
代化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和衷共济、共襄盛举”

“苏州园林实景版《游园惊梦》，让无数游客在园林与艺
术的融合中流连忘返”“青春版《牡丹亭》，20多年演出500
多场，收获观众百万”……

江苏代表团审议中，江苏省演艺集团的柯军代表向习近
平总书记汇报，曾经几度式微的昆曲乘着新时代春风，正发
出盛世强音。

“青春版《牡丹亭》，确实年轻人爱看。舞台、服装、人
物，都非常美。”总书记回应道。

2023年7月在江苏考察，总书记在苏州平江路欣赏了评
弹表演，指出当地“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嘱
咐“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
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
高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审议中指出：“共同富裕既包含物
质的增长，也包含精神的提升。”

一年前，也是在江苏代表团，听了南京市博物总馆副馆
长宋燕代表守护文化遗产的故事，总书记有感而发，希望广
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多一些和博物馆的深度接触，进一步增
强历史感。

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
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是教育的根
本问题，攸关中国式现代化伟业的前途命运。

在今年的政协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必须坚持正确办
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两年前，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淮安市新安小学校长张

大冬代表介绍，当地传承“新安旅行团”光荣传统，“孩子
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

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回忆：“我也是戴着红领巾过
来的。因为上学早，第一批入少先队没有发展我，还哭了鼻
子。后来当上少先队旗手，热血沸腾。”

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教育要善于从五千年中华
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的东西，同时也不摒弃西方文明成果，
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

一代代人青蓝相继，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思政课，一门凝心铸魂、播撒“种子”的课程，在火热

实践中焕发着新的光彩。
“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

来，把德育工作做得更到位、更有效。”政协联组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明德育的现实路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正需要各展其长、各显其能。
今年的政协联组会，总书记要求广大民盟、民进成员和

教育界人士发挥自身优势，更好支持参与教育科技人才体制
机制一体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贡献智慧和力量。

2024年全国两会，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科技
界、环境资源界委员，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民革“共同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科技界“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任”、环境
资源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
展”……

一年年寄语指明方向，一份份嘱托催人奋进。发挥
“专”的优势、“商”的特色、“聚”的功能，生动诠释了全
过程人民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2024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一周时间内接续出席两个
重要大会——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和庆
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全过程人民民
主”都是总书记强调的关键。

“我们要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
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把人
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更加充分发挥出来”……

群策群力、同向同行，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
慧，凝聚力量，这正是中国式民主的显著优势。

新征程上，巾帼不让须眉。每一位妇女都是时代的书写
人、追梦的奋斗者。

3月6日下午，“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向广大妇女致以节日祝福和美好
祝愿：“新的一年，希望广大妇女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彰显巾帼风采。”

新征程上，人民军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支撑。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

“三步走”战略的起步规划，也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蓝图设计。

3月7日下午，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
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
划圆满收官，对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对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都具有重要
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新征程上，每一
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

春来潮涌，万物竞发。团结凝聚力量，奋斗铸就伟业。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乘 着 时 代 大 潮 奋 楫 前 行

春回日暖，田耕正忙。用北斗为播种导航、借助无人机
施肥打药、通过卫星遥感测算收割时间……这个春天，越来
越多“Z世代”新农人走进田间地头，带来春耕新气象。

“00后”当起了“田保姆”

“我种了500多亩地，其中300多亩都交给‘田保姆’
管理，春耕时节不用担心错过农时，省心多啦。”刚跟记者
接上话，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沙市镇涂下垅村村民程先华就
对“田保姆”赞不绝口。

他口中的“田保姆”，是“00后”新农人程如章。从田
地翻耕到育秧插秧，再到无人机飞防，他都能一手包办。走
进程如章的库房，只见插秧机、拖拉机、旋耕机等20多台
现代化农机一应俱全。

几年前，程如章跟着父亲种起了田。“我看准了规模
化、机械化种粮的趋势。”他说，以春耕时节的插秧作业为
例，以前10多人忙活个把小时才能插完一亩田，如今插秧

机10多分钟就能干完。
“并非只靠经验、靠体力就能种好田，还要算好经营

账、调配好农机资源。”程如章在当地创建了综合农事服务
中心，为周边农户提供机耕、机插、机防、机收等农事服
务。

如今，他接到了3000多亩农田的服务“订单”，周边农
户都乐意把农田托付给这个老练的“新农人”来打理。

“农业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正成为一个‘炫酷’的行
业。用心深耕，一定能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程如章信心满
满地说。

用北斗，种田不走“弯路”

这几天，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农民刘富康格外忙碌，今
年春耕，他用新买的无人机4天内便打完了1600亩小麦的
农药。

1996年出生的刘富康喜欢学习、尝试各种新农用技

术，先进、智能的农业设备都是他的“心头好”。
他了解到，可以借助北斗导航系统进行精准播种，甚至

可以实现无人驾驶，便来了兴趣，很快为自家的两台拖拉机
安装上北斗智能终端。

现在，刘富康已经将这套系统“玩”得很熟练。播种玉
米时，坐在拖拉机上只需要在转弯的时候把一下方向，其余
时间都无需碰方向盘，他可以转过身来观察后面播种的情
况。随着拖拉机的匀速行进，种子、化肥和滴灌带可同时埋
入土壤中。

“只要在北斗智能终端中设定好地块数据，播种机就
能进行直线播种，每千米的误差在厘米级，播种精度明
显提高，每天能播种上百亩。”刘富康说，为自家地打完
农药后，刘富康又操控着无人机为托管的小麦打起了农
药。

“我现在觉得种地很有前景，也很有意思，我还有很
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将来随着智慧农业的发展，种地一定
会越来越轻松。”刘富康说。

从自己“会种地”到带领大家“慧种地”

28岁的张弋堃是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硕士。两年前，
她加入江苏镇江的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新农
人”。和她一起工作的还有20多名年轻人，其中不少是农
科、机械专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的到来，给公司的农业生产注入了“新血液”，带
动了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

在润果农业，现代化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领
域，带动1万多户农户从“会种地”到“慧种地”：借助卫
星遥感，可以精准判断农田的收割时间；有了土壤墒情传感
器，能够精确测算土壤的肥料需求；通过物联网技术，无人
插秧机在恶劣天气下也能高效作业……

“这些黑科技和新项目，让我觉得种地可以不再苦不再
难，甚至还可以是新鲜的、有趣的、时尚的、吸引年轻人
的。”张弋堃说。

今年春耕期间，润果农业的“新农人”团队联合上海科
研机构，使用140马力纯电动拖拉机率先开展小麦“耕、
种、管”全流程电动化作业。纯电动拖拉机充一次电能工作
四五个小时，比用柴油省钱又环保。农忙期间作业不停，移
动补能车如同“充电宝”，5分钟即可完成拖拉机电池更换，
再也不用担心农机“趴窝”在田里。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
过1200万人，其中不少是“Z世代”年轻人。“希望农业越
来越智能，农民收入越来越高，农业生产更加可持续。”张
弋堃说，期待更多年轻人投身现代农业，用科技、管理和创
新为中国农业带来更多可能。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中国“Z世代”绘就春耕新图景
●新华社记者 韩佳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