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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河南考察调研。
居中国之“中”，跃黄河、依秦岭、临太行。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

大省……时间将河南的书页延展得很长，等待赓续的书页正徐徐铺展。
中国对于历史的理解，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大历史观里的一域一隅，深深浅浅地镌刻下大党大国的行进足迹。

河南之行，两天时间观感深刻。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中部地区，怎样崛起？黄河流域，怎样高质量发展？把历史视角、战

略思维，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

七十多年的跋涉
“这条路是走对了”

5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
察。

该公司前身为“一五”期间建成的洛阳轴承厂。1954年，田野
里，洛轴立起第一根测标。那是新中国向着工业化梦想进发的最初岁
月。“一五”时期我国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有7个布局在洛阳，除了
洛轴，还有矿山机械厂、耐火材料厂、拖拉机制造厂等，总书记对此了
如指掌。

这些企业伴着共和国的发展一路向前，有过辉煌，跌过跟头，几经
探索。轴承，工业的“关节”。“挺起民族轴承工业的脊梁”，洛轴的誓言里
刻着拼搏和壮志。

展台上，有以毫米计的精细件，也有应用于风力发电机、盾构机的
大块头；生产线上，智能机械臂正精细作业，各项参数实时显示。习近平
总书记细细察看，不时驻足询问，详细了解洛轴的改革发展之路。目光
所及，心中所思，新中国在工业化之路上那些纵横交错的印记、淬火成
钢的荣光扑面而来。

忆起“过去的洋火、洋皂、洋铁等靠买进来”，感慨“一穷二白的中
国，156个项目开始了工业建设”，赞叹“我们奋发图强，靠自己的力量，
搞起‘两弹一星’”，进而谈到“今天我们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
造业第一大国”，话语间有沧桑，更有豪情。

历史的变迁，国际的对比，让一个结论无比清晰。总书记坚定地说：
“我们坚持走自主发展实业的道路，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制造业，这
条路是走对了！”

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中国是否要坚持发展制造业？党中央态度坚定，“任何时候中国都

不能缺少制造业”。卓越的战略眼光，引领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持之以
恒布局发力，换来的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一步步夯实。

洛轴的跨越，正是一个观察样本。企业负责人告诉总书记，10多年
前，高端轴承还“摸不着”，近年来，得益于技术升级，产品工艺水平明显
提升。去年，高端轴承产值已经占到企业总产值的七成。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制造业的跃迁，靠的是什么？
一个答案，是科技赋能。
征途未有穷期。创新链和产业链衔接，从“造得出”到“造得精”、由

“大”转“强”，每一步攀登，都有科技的支撑。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感触很深。

“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
的发展路子。”这句话，讲的是方向。

“遭遇‘卡脖子’，倒逼我们自己干，反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这句
话，论的是精神。

创新，势必遇荆棘、激流、险滩。唯有认准了方向，秉持一往无前的
勇毅、愈挫愈勇的坚韧，方能迎风破浪向前进。

这也正是中国一路走来的模样。
一个答案，是人才支撑。
洛轴负责人汇报，当地“一厂一所一校一院”模式有力促进了轴承

行业的发展，总书记对此表示肯定：“这里发展轴承产业的生态好，就是
产学研一体化。”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打破藩
篱、推动协同变革，各地如火如荼推进开来。

“到厂里多久了？”“什么学历？”“上岗培训是怎么做的？”“收入怎么
样？”同洛轴职工们交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人才的成长路径。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总书记思虑深远：“人才是希望。推进产学研一
体化，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下转四版）

五月的洮南，满目葱茏。宽敞整洁的道路、
整齐划一的绿化带、精致靓丽的街角景观，让
人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颜值在不断刷新。

为深入践行公园城市发展理念，提升城市
品质与居民生活幸福感，今年，洮南市多管齐
下、全域推进，以“绣花功夫”打造城市街路绿
意，用“匠心规划”打造森林体育公园，凭借“惠
民初心”推进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助力城市颜
值与内涵双提升，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
底色，让幸福在居民家门口触手可及。

洮南市秉持精细化、品质化的工作理念，
对城区团结路、光明街、广昌路等11条街路进
行了新植补植工作，累计栽植暴马丁香、红枫、银
中杨等各类乔木1800余棵，栽植偃柏、小叶丁
香、金叶榆等绿篱约60万株。同时在沿线打造了
28处池头景观，整体街路绿化植物高低错落、疏
密有致，全市绿化覆盖效果得到极大提升。

洮南市城管局园林管理中心副主任蔡永明
表示：“我们将抓好后期管护工作，继续利用两年
左右时间，对全市所有街路进行一次全面补植

增绿，大幅度提高城区绿化景观效果。”
在洮南市森林体育公园，工人们正在进行

步道铺装，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有条不紊。该
公园是一座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
公园，将涵盖多样绿植、运动场地及休闲广场等
区域，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森林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是我市重点民生
项目之一，目前，园区内正在进行健身步道铺
装、树木移植、运动场地硬化等工作，总工程量
已完成近60%，预计8月底可竣工开放。”洮南
市城管局公园管理中心科长赵志远告诉记者。

为着力改善住宅小区人居环境，提升群众
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今年4月份以来，洮
南市逐步对幸福里、民生小区等13个基础设
施严重破损的小区进行提升改造，栽植柳树、
旱柳、樟子松、小叶丁香篱、侧柏篱等绿植景
观，让小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小区原来只有几棵树，看起来光秃
秃的。今年市里进行了绿化改造，有了明显变
化，我们住着更舒心了。”光明街道光大社区居
民张先生说。

截至目前，洮南市各小区内除花卉、草坪
因季节原因未栽植以外，其余各类绿植已全部
栽植完成，累计栽植树木5万余棵。同时，部分
小区路面硬化修复工作已陆续启动，预计今年
10月份完成全部改造任务。

除此之外，洮南市还对域内向阳高速口、
黑水高速口进行绿化改造，通过多层次植物配
置，形成四季有景、色彩丰富的绿化景观，预计
6月初完成绿化栽植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
来”“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
议”。

国家发展规划，以人民为旨归。听民声、察民情、访
民意，了解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不断将其融入国
家发展的顶层设计，才能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对百
姓的身边事、贴心事，事事有回应，让“党和政府要干
的”与“老百姓心里盼的”紧密对接、同频共振，就能画
好最大同心圆。

“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群众中来。”科技成果如
何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就业群体怎样更好融入
基层治理？如何写好“人文经济学”大文章？尊重群众首
创精神，坚持眼睛向下、广泛凝聚共识，充分吸收基层
经验、一线答案，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加在一起，就
没有干不成的事。

五年一个规划，五年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致
广大而尽精微，发展规划的导向性、连贯性、稳定性，将
指引我们不断创造发展奇迹。

（原载202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镇赉县的吉林好雨现
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生产车间内，现代化
大米加工设备正在高效运转，经过筛选、去壳、碾
米、抛光等多道工序，带壳的稻谷被加工成晶莹
剔透的大米，再按照不同规格进行包装后运送
到成品库，“好雨大米”将陆续发往全国各地。

该公司营运部经理刘凯介绍说：“由于现
在订单很多，我们基本都是满负荷生产，每天
成品大米能达到300吨。”

近来年，公司立足水稻科研、种植、加工、
销售等环节，打造全产业链现代农业生产企
业，做大做强大米品牌，通过不断革新生产工
艺、深化农业产业链整合，提升产品品质和市
场竞争力。

通过对砻谷、碾米、色选等核心工序精准
调度，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精细化管控。今年
第一季度，企业的工业产值、销售产值与营业

收入实现全面增长。依托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
统，公司年加工水稻可达10万吨。

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该公司从源头抓
起，与优质种植户建立深度合作关系，统一水
稻种子加工、种子催芽、种植标准、病虫害防
治、收割、低温烘干、加工销售、储存并进行分
户管理，保证层层有监管，既保障了原材料稳
定供应，又帮助农户实现了增产增收。

“我们‘好雨大米’始终坚持品质把控，同
时积极做好售前售后服务，主动与客户沟通，
认真满足每一个客户需求，双方建立了良好的
信任关系。”刘凯介绍说。

截至目前，公司已拥有“好雨”品牌8个系
列、30多个单品，覆盖全国90多个城市，并与
多家电商平台建立深度合作，构建完整的销售
与服务体系，持续布局全国市场，不断提升“好
雨”品牌与“镇赉大米”的市场竞争力，为推动
吉林省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张雅棋）今年5月17日至5月23
日是第11个全民营养周。近日，2025年白城市全民
营养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暨“体重
管理年”活动在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举办。本次活
动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

活动中，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吉林省营养学会

白城分会专家解读了吉林省“体重管理年”活动工
作措施，并围绕“吃动平衡 健康体重全民行动”主
题，结合生活作息与饮食习惯，向参加活动的人员
讲解青少年食养妙招，剖析不同群体的体重管理
策略。

“通过此次活动，我充分认识到健康体重的重

要性，以后我会将合理膳食与健康体重的理念传
播给身边更多的人。”前来参加活动的吉林省营养
学会白城分会志愿者司金金说。

白城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孙雪菊表示：“能够与
现场的专家进行交流，我受益匪浅，以后一定会积
极参加此类活动，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助
力白城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向大家传递了专业的
体重管理、食品营养等方面知识，还提高了群众
在生活中积极保持营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意识，为
建设健康白城贡献了力量。

本报讯（张磊 尹雪 刘一潼）日前，由白城师范
学院、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开展的“‘瀚海红烛 薪
火鹤乡’大中小幼同宣讲 文化场馆育新人”实景
沉浸式“大思政课”活动，在白城师范学院举行。来
自全市的大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代表体验了这堂

“大思政课”，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沉浸式的体验，为
学生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白城师范学院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结合吉
林西部地域特色与学校自身的丰富资源，精心打
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文化展馆。分
别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吉林西部
生态文明展馆、唐鸿胪井刻石展馆、通榆年画展
馆、中国楹联文化展馆、“扎根的教育”师道文化主
题广场，共“五馆一场”。

“这些文化场馆既各自成章又缀玉连珠、交相
辉映，我们系统地将它们转化为思政育人资源，构
建起思政课群，拓展了立德树人的载体。”白城师
范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在吉林西部生态文明展馆，“黑钙土、草甸土、盐
碱土……原来家乡的土壤还有这么多分类。”看到展
馆内的吉林西部土壤分布图，学生们表情惊讶。

“我看到丹顶鹤在飞，太清楚了。”戴着3D眼
镜，正在体验湿地之旅的学生兴奋地说。

在通榆年画展馆，学生们看到正在创作的学
长学姐们全神贯注的表情，羡慕不已。在教师的指
导下，学生们体验了一次木版年画的制作，成就感
满满。

行走在不同的场馆中，思政课教师依托丰富

的展陈，通过情景互动等多种方式，让学生们沉浸
式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非遗技法的精巧和生态
文明的奥秘等。

在“扎根的教育”广场上教育家雕塑群和传统
文化柱群前，来自白城师范学院的师生宣讲员分
别以“黄大年授业雕塑”“陶行知育人雕塑”为依
托，传递科技报国精神与师德传承的重要意义。白
城市“薪火鹤乡”宣讲团的中学生红色志愿宣讲员
刘柏谦以广场“孔子行教雕塑”为切入点，生动讲
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小学生宣讲员
高瑞晗则围绕“文化柱·仁”，将中华传统美德娓娓
道来。这场跨越学段的宣讲接力，让教育家精神在
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润心、铸魂，这种实景
沉浸式大思政课，是白城师范学院打破传统思政
教育边界，开拓文化场馆育人的新模式。”市委社
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说。

从“各管一段”到“协同育人”，从“课堂说教”到
“实景沉浸式教学”，这堂“大思政课”不仅打破了学
段壁垒，更让“场馆里的思政课”焕发新光，为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写下生动注脚。

坚持问计于民 广泛凝聚共识
●何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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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本报记者 张赫 文/摄

稳链提质创新发展“好雨大米”飘香四方
●本报记者 李东刚

举办全民营养周活动 倡导营养健康生活

白城师范学院：

把课 堂“搬进”文 化场馆

图为正在建设中的洮南市森林体育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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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民企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