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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感党恩 颂盛世
——说说我们的新变化

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
现农业现代化。

3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南考察时强调，“我国有 14亿多人
口，粮食安全必须靠我们自己保证，
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加大良种、良机、良法推广力度，在
精耕细作上下功夫，进一步把粮食
单产和品质提上去”。

科技装备强是农业强国的重要
特征。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超过 63%，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6%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 74%，科技装备已成为粮食
连年丰收的重要保障。

春管春耕一线，农民辛勤耕耘，
农机驰骋沃野，良种、良机、良法配
套，一幅幅“科技春耕图”在广袤田
野铺展。

科技“慧种田”
更 多 科 技 要 素 向 田 野 集

聚，全链条挖掘单产提升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
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现在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和依
靠农业科技创新”。

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迈进
了世界第一方阵，但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
小的差距，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应用
为导向，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高我
国农业科技水平。

春管春耕一线，各地区各部门
把大面积提升粮食单产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选育推广高产抗逆品种，集
成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等高产
技术，更多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向田
野集聚。

向良种要产量，产得出更产
得好。

春分麦起身。河南省新乡市原
阳县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田
里，种粮大户周朋说：“春管用上新
技术，变量施肥、节水灌溉、病虫草
害防治，小麦长势喜人。”

“好收成离不开好种子。我种
的‘镇麦’中强筋小麦，预计亩产比
去年增加20公斤，收购价每公斤也
能高5分钱。”江苏省句容市边城镇
种粮大户严秀林说。今年边城镇种
植了2.2万亩小麦，九成是“镇麦”系
列品种。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随
着种业振兴行动扎实推进，目前我
国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超过
45%。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的种
业根基，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推出了一批优质绿色水稻小
麦、耐密宜机收玉米、高油高产大
豆、优质短季棉品种。

良种播下良法跟上，挖掘粮油
单产潜力。

机械浸种、温室催芽、大棚育秧
……江西省上犹县东山镇元鱼村，
高标准育秧工厂内一条条育秧生产
线有序运转。“种子统一提供，技术
专人指导，流水线精准播种，每天可
加工秧盘 6000 盘”，负责人余茂林
说。今年上犹县早稻播种面积达
6.4万多亩，县里在8个乡镇推广建
设育秧中心，全力保障早稻用秧
需求。

秧好一半禾。工厂化育苗在全
国多地推广，对稳定早稻面积、提升
单产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农业
农村部遴选发布精密播种、水肥精
准调控等主推技术 296 项，持续推
进全国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全
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

春管装上“数字引擎”，智慧农业
大显身手。

促弱控旺、培育壮苗、植保作业
……正是小麦田间管理关键期。空
中无人机、地上摄像头、地下传感
器，再加上物联网，在麦田里装上

“千里眼”“顺风耳”，会种田已经变
身“慧种田”。山东省平原县土地鲁
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陈慧
芳点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平
台，农作物生长情况一目了然。目
前，公司服务的2万亩麦田已基本实
现智能化设备覆盖。

智慧农业成为今年春管春耕的
一大亮点。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
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信息技术
在耕种管收各环节广泛应用，大田
种植信息化率达到26.4%。

农机“加速跑”
为 春 耕 生 产 提 供 装 备 保

障，也为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提
供基础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
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配
套推广先进适用科技和高端农机装
备”。 （下转第三版）

“科技春耕图”在广袤田野铺展
——从春耕一线看农业强国建设

人民日报记者 常 钦 张文豪

医疗保障是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
生工程。近年来，拉萨市积极改革创新，稳步提高
医保待遇水平、拓展便捷医保服务网，持续释放医
保政策红利，不断提升参保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据统计，截至目前，拉萨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为15.13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数约 38.16 万人，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参保人数约
12.94万人，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以上。

医保待遇持续提升

2023年以来，拉萨市进一步调整全市职工医
保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水平，在职人员普通门诊起
付线由300元降低至200元，退休人员起付线由
210元降低至 140元，最高支付限额由每人每年
3000元提高至5000元。

同时，进一步扩充门诊特殊病病种范围，将重
度骨质疏松病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纳入拉萨市职
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病种管理；将
65种国家谈判药品纳入我区门诊特殊药品支付
范围，按照门特待遇支付；新增325种中药配方颗
粒、389种医疗机构制剂和69种中药（藏药）饮片
纳入我区医保基金支付范围，不断提高患者用药
保障水平。

此外，通过建立健全调度监测机制，利用防因
病致贫返贫监测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全市脱贫人
口、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患病就医、待遇保障、费
用结算及医疗费用超过预警标准等情况，并将监
测情况辐射到各县（区）医保局、各功能园区医保
经办机构，实现双重监测。

医保改革纵深推进

2023年，拉萨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
紧盯医改重点任务，协同推进医改工作向纵深推进。

2023年，拉萨市在全区率先实施DIP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医疗机构主动控费效果显现，被国
家医保局收录为国家医保改革典型案例；在全区
率先开启医保支付“刷脸”时代，试点8家医药机
构通过IOT人脸识别系统与医保电子码结合，实
现医保“刷脸”支付；在全区率先推动OCR发票视
觉识别项目落地，有效降低人工审核出错率，将
单笔审单时间从过去的20分钟以上缩短至5分
钟以内，进一步压缩办理零星报销时间；在全区
率先开通国家谈判药品“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将全区唯一一家符合条件
的西藏兴特医药销售有限公司纳入“双通道”管理，有效解决群众购买国家
谈判药品难的问题；在全区率先构建五级医保公共服务体系，对村级村医通
POS机（第五级）进行升级改造，增加参保等级功能，全面打造区、市、县、乡
四级医保经办“15分钟服务圈”和“村级15分钟医保服务送上门”全国医保
知名品牌；在全区率先建立全市医保通办标准，统一事项经办审核标准，解
决企业群众办事系统繁杂和事项标准不一问题；在全区率先构建针对定点
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医师、医保药师、参保人员等8类信用管理主
体的医保基金信用评价管理体系，全力构建医保基金监管共治、共建、共享
新格局；在全区率先引进“医保高铁”项目，建设医保数据创新专区，开发信
息化应用，为“三医联动”助能。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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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波澜壮阔的西藏民主
改革拨开了历史的厚重阴霾，百万
农奴脱掉枷锁，获得了真正的解
放。扎西罗布，也迎来了他人生中
的曙光。

春分时节已过，曲水县色甫村
色甫沟平整广阔的农田里，嫩绿的
青稞幼苗为春日增添了新的绿意。
沿着宽敞的柏油马路向山腰驶去，
就抵达扎西罗布老人的家。老人家
里简朴温馨，墙上挂着家庭合照和
各类手工艺品。老人热情地端上香
浓的酥油茶，开始与我们分享他的
故事。

“那会儿主要以游牧生活为
主。1959年，我九岁，当时，我们家
有八口人，一个月只能分到一点糌
粑，全家人都吃不饱。”扎西罗布说。

九岁之前的记忆，对扎西罗布
来说是日复一日枯燥的放牧生活，
是饱受饥寒的侵袭，是一家八口人
住着破陋的黑帐篷。除此之外，他

们每年还需要向庄园主上缴酥油、
奶渣、牛毛绒等物资作为赋税。其
中，每头牦牛就要上缴 18斤酥油，
这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
成的。

“1959 年西藏百万农奴得到了
解放，农民们分到田，我们牧民分到
牲畜，当时真正感受到真的解放了，
一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二是有
了自由，三是牲畜也归自己家了。”

扎西罗布说。
民主改革后，在生产队的引导

下，扎西罗布一家积极参与土地开
垦。通过放牧和耕种，他们实现了
自给自足。 （下转第三版）

扎西罗布：

从昔日“放牛娃”到今日致富“领头羊”
拉萨融媒记者 范江英 小索朗曲珍

拉萨融媒讯（记者齐永昌）为深
入贯彻落实区市党委、政府关于南
北山绿化工程的系列工作安排，大
力弘扬植绿、护绿、爱绿的文明新
风，3月 23日，市政协机关开展“一
棵树、一片心，建设美丽乡村”主题
党日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生态环
境建设增绿添彩。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江拥洛
追，市政协副主席岳国红、达娃、宋
留柱、韩云拴，秘书长邹玉明和市政
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活动。

栽下一片新绿，收获绿色希
望。当天上午 11 时，在堆龙德庆
区古荣镇巴热村义务植树活动现
场，大家热情高涨，分工协作，运送
树苗，扶正树苗、挥动铁锹、铲土入

坑、接水提水、灌溉浇水，有条不紊地
完成植树各个工序。经过2个多小
时辛勤劳作，一株株树苗被整齐栽种
在村苗圃内和村幼儿园附近的空地，
在春风中昂然挺立，为村庄和校园
添绿。

此次植树活动，增强了市政协
干部职工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意
识，提高了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向心

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了机关干
部职工关心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共建美好家园的意识。大家表示，
要积极争当绿色理念的传播者、绿
色环境的守护者，用实际行动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共同擦亮美丽乡村建设底色，共
同书写拉萨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
卷”。

市 政 协 机 关 开 展 义 务 植 树 活 动
江拥洛追参加

去年以来，拉萨统筹扩大内需
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
县区、政银企、线上下、内外贸”4个
联动，全力以赴稳增长、稳主体、稳
预期，消费市场回升向好。

收入高速增长为消费市场回升
提供了保障。2023年，拉萨新增城
镇就业 1.39 万人，农牧民转移就业
8.71 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达到 54835 元和 25010 元，
同比增长6.3%和9.9%。有就业、有
钱赚，消费就有了底气，手机、大家
电 、电 脑 等 不 断 更 新 迭 代 进 入
家庭。

基础设施改善为消费市场回升
创造了环境。随着航空、铁路、公路
网络的持续完善，西藏的快递物流
成本不断降低，人们的网购热情不
断高涨。数据显示，西藏网购交易
额增速始终位于全国前列。通过网
购，牛油果、车厘子等应季水果，生

蚝、龙虾等海鲜水产进入高原，为消
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

政策持续为消费市场的回升提
供了动力。拉萨出台一揽子促消费
政策，进一步释放了消费潜力。去
年，围绕节庆契机，拉萨组织16个专
场促进消费活动，投入专项资金1.18
亿元，拉动消费16.8亿元。同时，线
上消费成交额大幅增长，细分品类需
求更加多样。榨汁机、电陶炉、饭菜
保温板等厨房小家电产品受到人们
喜爱，手持麦克风、微单镜头等数码
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较高。

消费“暖”起来，经济才能“热”
起来。作为知名旅游城市，拉萨的
消费潜力空间很大。应进一步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消费堵点难点；
加快消费场景创新，推进消费提质
增效；加大消费品供给，释放消费潜
力；优化消费环境，推动放心消费。

（据《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携手京东发布数据——

拉萨 消费潜力加快释放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加强对金融
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统筹谋划，推动
金融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

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
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逐步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习近平同
志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
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把我们党对
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
识提升到了新高度，是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创新
成果，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融

篇，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高质
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共计
324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
11月至2024年 2月期间的报告、讲
话、说明、演讲等120多篇重要文献。
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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