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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华12月16日电（记者
傅颖杰 通讯员 李晓艳） 12 月
16 日，由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和金
华 市 政 府 主 办 的 第 十 三 届

（2024）中国金点工业设计奖大
赛颁奖典礼在金华举行。

中国金点工业设计奖大赛是
金华市工业领域最重要的赛事品
牌之一，始于 2012 年，已连续举
办了12届，不仅促进了国内外设
计资源的汇聚交流，还有力推动
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深度
融合。

本届大赛聚焦“设计定义全
新物种、智能带来美好生活”主
题，在原金点工业设计奖大赛基
础上融合了工业互联网创新大
赛，并增加了农产品（食品类）、
AI 两个赛道。经过一年筹备，大
赛共征集到来自国内外的800余
件作品，涵盖智能家居机器人、电
动工具、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
并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41件，这
些作品设计创新性强、市场契合
度高，得到了各方好评。

“AI 膳食健康陪伴机器人”
获得本届大赛一等奖，在大赛获
奖作品展览区，记者看到了这台

约 1 米 高、外 观 有 些 萌 的 机 器
人。参赛者介绍，该机器人可以
记录使用者的基础数据，能听懂
语音指令，还可以播放视频和投
影，为使用者提供个性化的膳食
搭配等营养建议，适合各类家庭
场景下的使用。

成果转化是大赛的核心价值
之一，当天，部分获奖选手代表与命
题企业代表进行了作品交接并现场
签约。“我们继续秉承‘企业出题、机
构解题、市场阅卷’的办赛理念，确
保设计成果能满足市场需求，进一
步促进工业设计成果转化，为企业
带来实质性价值。”金华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国金点工业设计奖大赛作
为连接设计与产业的重要桥梁，
一直致力于推动设计与产业紧密
结合，经过12年的精心组织培育
和优化发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高水平设计师的踊跃参与，产
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设计成果。
大赛坚持由企业命题这一独特做
法，也为设计与产业融合提供了
更加便捷的路径，为设计成果“落
地开花”安上了加速器，有效赋能
金华乃至浙江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金点工业设计奖大赛在金华举办

企业出题，助成果快速落地

从瓶瓶罐罐到直出供气，管道燃气给
市民的生活带来便利。但就在近日，台州
市椒江区多位市民向本报反映，最近燃气
公司上门安装自闭阀和不锈钢金属软管，
收费混乱，若不配合安装会被停气处理。

据悉，近两年国家开始推广自闭阀，它
能够在燃气发生泄漏时自动关闭，大大增
强使用安全。塑胶软管容易老化或被老鼠
等动物咬破导致漏气，金属软管则能避免
这类情况，可以长期安全使用。

原本为了方便百姓安全用气，可最后
怎就引发市民的怨气？本报记者就此事展
开调查。

椒江区城市之光小区市民王先生，最近
因为家中的燃气加装问题感到郁闷。

“师傅上门加装燃气自闭阀，更换金属
软管，并被告知不配合更换将被停气。”王先
生只好妥协，但事后越想越不对味：自己的
房子交付才没几年，怎么就“不安全”了？当
年通过验收的设备为何要业主掏腰包更新？

其他小区业主表示自己也有类似遭
遇。近日，记者在征得椒兰郡一位业主同意
后，亲历了一次台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
公司的预约换装服务。

当天下午3点左右，安装师傅如约来到业

主家里。记者询问师傅，为什么用得好好的管
道煤气需要升级？师傅回应，是上面的要求。

记者又问，能不能不安装不升级？师
傅说：“你一定不装我们不强求，但如果被
停气了，可不要说我们没来过。”

随后，师傅大概用了10分钟左右完成设
备安装，并表示要收取263元的费用。记者
追问，收的钱包含了哪些具体费用，又是如何
定价的？师傅表示，如果对费用有疑问，可以
和燃气公司细问，他只负责更换安装。

在和小区业主们的沟通中，记者了解到
每家每户的收费也不尽相同，具体到收费标
准大家都是一头雾水，因为安装师傅没说清。

有了解情况的业主向记者透露，中燃
公司的收费中包含两块价格：198 元的基
础价格（含自闭阀、物料、人工）和金属软管
的价格（金属软管的收费根据实际使用长
度来算）。“但即便如此，我们椒江的收费也
是最贵的，周边县（市、区）我打听过来，基
础收费才150元。”该业主说。

除了大家诟病的收费高、价格不统一
外，不少业主还表示，燃气公司提供的配件
单价要高于业主自行采购的价格。

椒江景鸿名苑小区的张女士，向记者
展示了她在某购物平台上查询的配件价
格。其中，中燃公司报价50元的特恩达自
闭阀，型号是0.9/2.5，购物平台上的均价在

25 元左右，批发价 20 元；而同款同型号的
金属软管，中燃公司的收费是 65 元/米，但
购物平台上的报价为该价格的一半左右。

“各地配件收费标准不统一，价格是不
是存在虚高？业主不换装就要停气，很难让
人不皱眉头。”业主们道出了心结。

带着众多市民的疑问，记者来到中燃
公司了解情况。

“我们的配件由公司统一采购，保质保量
的基础上，还提供了长达5年的上门售后服
务，所以定价会比平台上单一配件报价要高。”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针对市民的投诉，
公司非常重视，已经积极安排电话回访解
释，并在官方公众号发布一系列回应和信
息。“尤其针对收费问题，在价格论证后，公
司已经推出优惠政策。市民在享受更实惠
价格的同时，还能享受社区、物业公司开展
集中安检和安装服务。”

台州市行政执法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台州地区共有中燃、新
奥、华润三大燃气集团，由于不是物价局统一
定价，加上企业采购渠道及各地政策有所不
同，导致各企业销售价格确实会有差异。

该工作人员表示：“政策上确实有‘停
气’的举措，但主要针对违反燃气安全规
范、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隐患且拒
不整改的用户，停气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保

障。”他表示，如果发现有燃气公司或者安
装人员胡乱拿停气作要挟，或者变相推销
产品，市民应及时进行投诉反映，相关部门
也会依法依规处理。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这项工作在浙江各
地的推广方式有所不同。像杭州大多地区目
前仍是引导和建议市民更替为主，通过多方
宣传让市民自愿参与；而宁波则更为直接，每
户家庭按250元的均价计费，其中100元由
政府补贴，150元由燃气公司补贴，市民免费
享受上门服务即可。 （本报记者 陈栋）

停气威胁、收费模糊、缺乏解释

一个小阀门何以招来市民怨气

水电燃气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必
需品，简单粗暴地以“停气”推进设备更新，
难免会引发老百姓的误解，滋长对抗情绪，
再好的产品和政策都成为空谈。

如果基层执行机构“高高在上”，该科普的
事项没科普，该告知的规则没告知，该出示的
收费明细没出示，服务冷冰冰、收钱硬邦邦，“好
心办成坏事”“供气变成怨气”的情况就不会少。

监管部门应加大管理力度，严管收费，
严抓执行，对不规范的公司和人员重拳出击
不手软，切实保护好民众的合法权益。

接地气才能消怨气
记者手记

一线调查

（上接第一版）
2024 年 4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同首都群众一
起参加义务植树。

一下车，总书记扛起铁锹，走向植树
地点。

1989 年 ，时 任 宁 德 地 委 书 记 的
习 近 平，也是这样扛着锄头，在田间地
垄同群众一起劳作。

习惯的动作，劳动的本色，数十年未
曾改变。

1984年，一名记者眼中的正定县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是这样的——“既没有
县太爷的‘谱儿’，也没有大学生的‘派’”

“着实有点土气”。
这“土气”，源于一份终生难忘的乡

土情结——“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种地、拉煤、打坝、挑粪⋯⋯在陕北

梁家河插队 7 年，知青习近平几乎什么
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

在国外访问，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
顾“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
睡在土炕上”；在田间地头，总书记对老
乡常说“我们都是种庄稼出身”。

习近平同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
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村度过的难忘的
7 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生活
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
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

“盈儿，你可老了”“随娃儿，还记得
吧”⋯⋯阔别多年，总书记仍能亲切叫出
当年同伴的小名。在梁家河的一段山路
上，总书记停了下来，举目凝望黄土地。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每一道褶皱
俨然岁月的纹路，每一座山峁仿佛历史
的沉积，承载着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也
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走向胜利的伟
大历程，承载着古老民族在此繁衍生息
的厚重与沧桑。

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的独特文明，
是我们的自信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曾自豪地说：“我国自
古以农立国，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
的农耕文明，长期领先世界。”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务农重
本，国之大纲。”

在交织错杂的历史纤维里，总书记
抽出“三农”和国运紧密相连的线头。

历史典故，娓娓道来：“无农不稳，无
粮则乱。这一幕在古今中外反复上演。
历史上，齐国诱导鲁国弃粮种桑，关键时
候断粮降服鲁国；越王勾践把种子煮熟
贡给吴国，趁其粮食绝收一举灭吴。”

悯农，重农，兴农，强农⋯⋯习近平
总书记有着深厚的情感积淀、深邃的历
史逻辑。

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
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
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
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
艺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眼中“都承载
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
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武夷山九曲溪畔，朱熹园最里面一
间屋舍，墙上印着朱子名言“国以民为
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驻足凝视良久。

社，土地也，稷，谷物也。在中华文
化语境中，社稷是国家的象征。

悠久国史，百年党史，农民和土地都
有着浓重笔墨。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农
民的劳动工具作为符号象征，早就绘在
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

“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
最忠实的同盟军”“谁赢得了农民，谁就
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
赢得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回溯
这样的论断。

哺育万物的土地，胼手胝足的农民，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
量：“我们党成立以后就一直把依靠农
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

泱泱中华文明史，多少朝代来了又
去，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
才真正翻身作主，广阔农村，变了天地。

“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
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
族。”乡土情里，是习近平一片为党、为
国、为民的赤忱。

（二）

“农业根基稳，发展底气足”，14 亿
多人口要吃饭，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2021 年 9 月，陕西榆林市米脂县高
西沟村，途经一片田地时，习近平总书记
临时叫停了车，走进田间，同正在劳作的
乡亲们拉起话来。

“庄稼能不能浇上水”“地里有没有
套种豆子”⋯⋯总书记问得十分细致。

说起如今的生活，乡亲们告诉总书记：
“日子好了，现在白面、大米、肉都可以
吃。”

“现在不是说稀罕吃白面和猪肉了，
反而有时候吃五谷杂粮吃得还挺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陕北的乡情熟得很，“硬
糜子做黄米馍，软糜子做油胡兰、油糕。”

玉米秆上结着玉米棒，总书记伸手
捏了捏，看庄稼是不是成熟了。

万物土中生。
当年在梁家河，习近平带领乡亲们

修淤地坝，修梯田，每增加一寸耕地都十
分艰难，更加深知土地的可贵。

2020年7月，吉林省梨树县。顶着烈
日，习近平总书记步入玉米地深处，走到黑
土断面观测点近距离察看黑土保护情况。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李保国教授指
着挖开的黑土层剖面告诉总书记，这里
的黑土层原先至少有60厘米厚，自清末
开垦以来，加上风蚀水蚀，每年要减少 3
毫米左右。

“100 多年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
施，再过几十年，恐怕就要消失殆尽了。”
总书记不无忧虑。

“我们想了个办法。”李教授详细介
绍了保护黑土的梨树模式。

“这个工作很重要！”总书记语重心
长，“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
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留给子孙后代。”

种子，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分量也
很重：“农民说，‘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
粮’，‘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

2013年的一次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
谈会上，袁隆平拿出两张超级杂交稻照片
递给习近平总书记，道出自己的两个梦：
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总书记伸手接过照片，仔细察看。
“我 1998 年去过你们那，当时咱们

见过面。”总书记对袁隆平说，“我那时在
福建当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十分关心
种业问题。杂交稻育种，是一个很伟大
的事业，要继续抓好。”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高温来

到海南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沿着田
埂察看水稻长势，同袁隆平亲切交谈。
袁隆平满怀信心地对总书记说：杂交稻
亩产1000公斤，没问题！

一年后，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
章”。习近平总书记向他颁授勋章。这次
见面，总书记问袁隆平：有什么进展？袁
隆平回答：我们正向亩产1200公斤冲刺！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海
南考察科研育种。此时，袁隆平已经去
世。

总书记深情地说：“我们要弘扬老一代
科技工作者的精神，袁隆平同志是一个楷
模。实际上像他这样的还有很多人，埋头
苦干、默默耕耘、十年磨一剑，久久为功。”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关键在人
才。

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
全州县毛竹山村考察。雨后山村，空气
格外清新。葡萄园里，农业技术员正在
现场指导村民。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葡萄园：“你从哪
里来的？”“在这里主要给大家辅导什
么？”“绑蔓、定梢有什么讲究？”

“把你的贡献就写在大地上！”总书记
叮嘱，“我在福建时就抓科技特派员，现在
全国都在推广。农业技术人员就是要下
沉到农村基层来，就是去干具体的出实际
成果的事情，这就是你们的贡献。”

如今，数十万“科特派”活跃在田野
一线，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东北，祖国的大粮仓，见证中国农业
的发展。

2018 年 9 月，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刚过，习近平总书记从北京飞抵东北，
来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走进大
田，察看秋收。

龙江大地，金风送爽，稻浪滚滚。建
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丰收在望，10
台收割机一字排开，正在实施联合作业。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稻田，拿起一把
稻穗，看稻粒、观成色，感慨道：“半个多
世纪过去了，北大荒发生了沧桑巨变，机
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很了不起，非
常鼓舞信心、鼓舞斗志。”

抚今追昔，沧桑巨变。
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率河北省

石家庄玉米考察团，到有“美国粮仓”之称
的艾奥瓦州访问。那次访问，他对西方发
达的农业技术和完备的产业链印象深刻。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农业的专业化、
现代化、集约化水平提升显著。

晚霞洒向三江平原，丰收的原野
化 作 金 色 海 洋 。 望 着 广 袤 无 垠 的 稻
田，总书记深情地说：“这个地方看不
够，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来。”

（三）

“我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
央工作，扶贫是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
是我立志要办成的一件大事。”

不久前，在巴西访问时，习近平总书记
讲述了自己从小村庄到党中央的扶贫实
践。

无论在历史的长视距还是世界的广
角镜里，扶贫这件习近平总书记“牵挂最
多、花精力最多”的大事，影响深远。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
务，面对“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总书记
的目标坚定不移：“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一把老
百姓特别是农民”。至深的真情，化作笃
定的行动。

顶风雪、冒酷暑、踏泥泞，翻山越岭、
跋山涉水，50 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
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指挥打赢
气壮山河的反贫困斗争。

202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
肃天水考察。

11 年前，正是在“瘠苦甲于天下”的
甘肃定西，总书记从乡亲的水缸舀起一
瓢水，尝了尝，水的滋味让他眉头紧锁。
总书记专程来到渭源县引洮供水工程工
地考察工程建设情况，叮嘱当地和随行
的有关国家部委负责同志，让老百姓早
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如今，一渠洮河水，惠及兰州、定西、
白银、平凉、天水 5 个市 14 个县（区）近
600万群众。总书记深感欣慰：“引洮供
水工程建得很好，解了燃眉之急。”

对农民的甘苦冷暖牵肠挂肚。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

苏省镇江市世业镇卫生院，了解农村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

“当时天冷，握手时我本来只伸了一
只手，另一只手揣在口袋里，但是总书记
两只手握住我的手，我赶紧把另一只手
也伸了出来。”

村民魏定瑜老人至今还记得总书记
手心传来的温暖：“除了问我身体情况，还
关心我们看病方便不方便、医疗费用贵不
贵、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满意不满意。”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
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
悲。”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的这句古语，
是他多年倾心投入扶贫工作的写照。

2016 年 4 月，大别山腹地，雨后初
霁。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金寨县花石
乡大湾村年过六旬、因病致贫的汪能保、
张帮若夫妇家。

“一年吃高血压的药要多少钱？”“血
压现在还高吗？”“现在医保能补助多少
钱？”⋯⋯总书记问得十分细致，并叮嘱
当地干部，扶贫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兜底
措施，在医保等方面给予更多扶持。

在贫困户家，总书记总要看看锅里
有什么，问问群众吃得怎么样、收入怎么
样、看病花多少、上学花多少⋯⋯

家家户户的小账，合起来是一本人
心大账。

2014年全国两会，参加贵州代表团
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袒露心扉：“我现
在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确实发自内
心地牵挂他们。作为共产党人一定要把
他们放在心上，真正为他们办实事，否则
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

农村“一老一小”，是习近平总书记
的牵挂。

2024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湖北嘉鱼县四邑村，先后走进村养老服
务驿站食堂、村卫生室。

公共食堂价格实惠，卫生室内，中药
西药、刮痧理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总书记对现场老人们的叮嘱朴实而温
暖：“把身体照顾好，活个大岁数，好好珍
惜今天的幸福时光！”

在农民熊成龙家里，总书记屋里屋
外看得细、问得暖。两岁的孩童脆生生
地喊着“习爷爷”，总书记亲切地摸摸他
的小脸蛋。

从幼儿托育到医疗养老、务工务农，
得知老熊家日子过得红火，总书记笑着
说：“父母在家里操持得好，儿女在外面

打拼得好，下一步就是把孩子培养好。
我特别关注‘一老一小’这个重点。”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

关心“悬崖村”孩子上学、老人看病；
叮嘱贫困户抓好孩子教育，“不能让下一
代输在起跑线上”；关注寄宿制中学食堂
食材安全、冬天有没有热水⋯⋯

“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目标，也是
决心。

（四）

二十三年过去，故地换了新颜。
202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福建东山岛的一个小渔村——澳角
村。2001年，习近平同志就曾来过这里。

一栋栋漂亮的农家小楼面朝大海，
渔船桅樯林立，微风吹来新鲜渔获的味
道。村干部告诉总书记，2023年村里共
接待游客13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5.8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碧海潮落潮起，农村日新日进。看
到这里的可喜变化，总书记“很是欣慰、
很有感慨”——

“新时代新征程农村一定会有更加光
明的前景，农民会有更加火热的生活。”

数千年“乡土中国”，乡村之于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见证着多少沧桑，承载着
多少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乡村文明
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
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新时代的乡村，该是什么样的面貌？
2019年全国两会，河南濮阳的西辛

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用浓浓的乡音向
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了中国农民的“八个
梦想”——

“想脱贫致富，想就地城镇化，想给
孩子找个好学校上学，想让村里有一个
好的文化场所⋯⋯”

总书记认真倾听，眼光里满是鼓
励。他微笑着说：“你今天讲的这些，
恰恰是广大农民对幸福生活追求的要
求⋯⋯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围
绕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来
实践。我们这个实践过程是一步一个脚
印，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走。”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
课题。”念兹在兹，感慨系之，习近平同志
思考的脉络、投入的心力跨越数十载。

在河北正定，对晏阳初搞的河北定
县试验深入了解；

在福建宁德，矢志摆脱贫困，“促使
农村不断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主政浙江，在“八八战略”中强调“加
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写下这样的美好憧
憬——“在许多诗人的笔下，农村有着恬
静诗意的田园风光，故而使哲学家发出

‘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的感慨。”
乡村，是理想的居所，是精神的故

园，是文化的原乡。
时代巨变中，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清醒

的自觉：“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
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
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2023 年 3 月 5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开幕当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

来自镇江一家农机合作社的魏巧代
表，说起当年回乡务农，还是缘起于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镇江农村时的
一个考察细节：总书记说“现代高效农业
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那天深夜，父亲
打电话跟魏巧说，总书记高度赞扬农业
专家赵亚夫，你们两口子都是学农的，希
望你们能回来接我的班，像赵老一样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

“像魏巧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
好！”得知魏巧和爱人辞去北京的工作，
从城市回到乡村，总书记由衷点赞，“我
们现在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
和优质劳动力。我们的年轻人、知识分
子，也要双向流动。一方面在城镇化过
程中成为新市民，另一方面农村对人才
需求很大。”

1983 年，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学生
们收到一封来自家乡的信，落款是：“你
们的同志习近平”。

“虽然‘科技热’的浪潮正在广大农村
蓬勃兴起，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人才
更不足啊⋯⋯父老乡亲都在翘首以待，盼
望着你们早日以优异成绩成就学业，为祖
国的四化建设挑梁扛柱，竭智尽才。”

字里行间写满年轻的县委书记求贤
若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感和
紧迫感。

如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让愿意
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
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仍
然是个大课题。

立足新的时代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
兴”。

异曲同工的是，打开《之江新语》，书
中以 7 篇文章连续系统、集中立论：《以
发展强村》《靠建设美村》《抓反哺富村》

《促改革活村》《讲文明兴村》《建法治安
村》《强班子带村》。

时间长河绵延，于意味深长的一幕
幕间，人们更能体会那一份历久弥新的
乡土之情。

2022年金秋时节，党的二十大胜利
闭幕。黄土高原瓜果飘香、五谷满仓，

“黄土地的儿子”又回来了。
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
走进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的

果园，习近平总书记同老乡们亲切交流，
还采摘了一颗红红的大苹果。

总书记言明此行初衷：“一路思考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如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

“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
前途”，从果园到苹果洗选车间，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陕北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
谓天时地利人和。

当年“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梦想早
已实现，对着围拢上来的村民们，总书记
道出新征程上的新目标：“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
越来越红火。”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
换新衣。”当年，诗人贺敬之在《回延安》
中这样写道。

望着这片熟悉的土地，习近平总书记
感慨系之：“从陕北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
国的变化。”

乡土中国，山河巨变。
乡村振兴，气象万千。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于文静 张研）

习近平的乡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