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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
在心。

今年 9 月 23 日，是我国在脱贫攻坚
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从黑土地到洞庭湖畔，从鱼米之乡
到昔日贫困山区，新华社记者来到田间
地头聆听一首首欢快的歌曲庆贺丰收，
感受着亿万农民的喜悦心情，见证一幅
幅美好生活的动人画卷铺展在乡村振
兴的阳光大道上。

（一）

【歌声里】“党的光辉照侗乡，乡村
振兴干群忙，丰收不忘共产党，幸福生
活万年长……”

——《丰收不忘共产党》
【歌中事】“鼓粮囤”
侗家田间，稻谷飘香，歌声悠扬。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锦屏县平秋镇平秋村，成片金黄色的稻
田里，侗族妇女们边割边唱，侗族汉子
们打谷挑粮，喜迎节日。

“去年雨水多，秋季收粮的时候赶
上下雨，粮食减产。今年雨水适中，稻
谷颗粒饱满，是个丰收年。”27 岁的龙
令针趁中秋假期，天气晴朗，帮父母收
割稻谷，额头上沁出汗珠。

2014 年，龙令针和弟弟都考上了
大学。家里由于经济负担重被列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父母要外出务工补贴家
用。

“父母没有读过书，也不会技术，打
工挣不了多少钱。”龙令针说，读书期
间，姐弟俩每年都能得到几千元的补
贴，加上奖助学金，顺利读完了大学。

这两年，龙令针对家乡的变化感受
很深。龙令针说，鼓起来的不只是家里
的 粮 囤 、钱 包 ，还 有 过 上 好 日 子 的 信
心。最近，平秋村建起了“扶贫绣坊”，
龙令针的母亲在闲暇时到绣坊兼职，赚
钱补贴家用。

“这首歌叫《丰收不忘共产党》，唱
进了我们心坎里！”龙令针说，正如歌词
那样，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幸福生
活万年长”。

“脱贫攻坚胜利，是一个崭新的开
始。”平秋镇副镇长吴维全说，通过开展
种植、养殖等免费技能培训，组织村民
外出务工等方式，农民们乡村振兴的道
路越走越宽。

【歌悠长】6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施行，为脱贫攻坚
后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农村地区公
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进
一步完善，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亿
万农民撸起袖子、卷起裤腿、脚踏实地，
努力描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二）

【歌声里】“如今咱吃饭再也不靠
天，机械化科学种田大发展……五谷丰
登堆起金山银山……天南地北铺开了
美丽画卷……”

——《大丰收》
【歌中事】“聪明地”
东北小村，机器轰隆，一片火热。
在 黑 龙 江 省 北 安 市 东 胜 乡 东 利

村，五台白色收割机在金色稻田中缓
缓前行，空气里弥散着稻谷的清香。
随着欢快的旋律响起，村民们一边唱
歌，一边扭起大秧歌，红绸带里映着
丰收的喜悦。

在稻田边的高地上，一根装有摄
像头的白色杆子格外醒目。“这个叫靶
向田间追溯设备，是水稻生长全程物
联网系统的一部分。”北安市革命现代
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富强说，此
系统可以对水稻浸种、催芽、育秧、
灌溉等进行数据采集和现代化管理。

今 年 这 家 合 作 社 种 植 水 稻 1.3 万
亩，预计亩产 550 公斤左右。这些水
稻加工成大米后，消费者扫描包装袋
上的二维码，可以通过视频方式看到

水稻从种到收的全过程。
“告别‘小镰刀’，用上大机械，

农民变‘闲’，地变‘聪明’。”李富强
说，春天育苗有智能化育秧车间，夏
天 喷 洒 农 药 、 化 肥 用 无 人 机 航 化 作
业，秋收依靠自带导航系统的先进农
机，节省了人力，降低了成本。仅一
台收割机一天就可收割 100 多亩，比
人工效率提高 60%以上。

不远处，稻蟹种养基地里十分热
闹，农户们忙着将一个个装满稻蟹的
网兜拉出水面。这是合作社“稻蟹共
养”新模式。

“种了大半辈子地，没想到还有这
新鲜事。”北安市城郊乡革命村村民李
学军说，河蟹与水稻共养共生，河蟹
的排泄物为水稻提供有机肥料，稻田
里的水草和虫为河蟹提供食物，实现
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1+1＞2”的
效果。

科技正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年底，黑龙江
省农业生产耕、种、管、收全程机械
化基本实现，全省耕、种、收机械化
水 平 达 98% ， 农 业 科 技 贡 献 率 达
68.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8.3 个百分
点。

【歌悠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要发展智慧农业，建立农业农村
大数据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智慧农业对
传统农业的改造，有望改写我国现代
农业格局，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三）

【歌声里】“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
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
奋斗，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在希望的田野上》
【歌中事】“希望田”
洞庭湖畔，落日余晖，风吹稻浪。

在湖南省汨罗市汨罗镇九雁村稻
田旁的小广场上，村里的妇女们正排
练广场舞，传来阵阵歌声与欢笑。稻
田里，收割机正在加紧作业。

“这些用的是优质稻种，不仅产量
大，质量还好，收益自然高。”稻满田
水 稻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谢 光 新
说，今年是合作社种植优质稻的第 5
个年头，主要选用了“泰优 390”“桃
优香占”两个新品种。合作社提供种
子和技术，后期以保底价回购，带动
周边农户种植优质稻 1.7万多亩。

在汨罗镇江景村，汨罗市农业农
村 局 的 两 名 技 术 人 员 正 查 看 “ 泰 优
390”的结实率。根据各家情况，他们
向村民们科普如何更好地做到绿色病
虫害防控、调整农药和化肥用量。

今年江景村种粮大户曾岳华扩大
了 优 质 稻 种 植 面 积 ， 达 到 1000 亩 。

“过去几年种常规稻，亩产 375 公斤左
右，在市场上卖不上价。现在种优质
稻，产量高的时候亩产 550 公斤，平
常年份也能有 450 公斤，平均一亩地
多赚一两百元。”他说。

“强农业，首先强种业。”湖南省
农 业 农 村 厅 种 业 管 理 处 处 长 戴 魁 根
说，近年来，湖南省加快建设了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杂交水
稻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等 一 大 批 创 新 平
台，从源头出发，为农业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歌悠长】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
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今年 7月，中央
深改委第二十次会议强调，要加强基础
性前沿性研究，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
重大科技项目，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扎实推进南繁硅谷等创新基地建
设。如今，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在农
业科技工作者的精心培育下，越来越多
优质农业新品种正不断涌现，为“希望
的田野”注入新动力。

（新华社北京 9月 22日电）

歌 ，唱 丰 收
新华社记者 韩宇 管建涛 杨思琪 王建

上 图 为 20
世 纪 50 年 代 ，
河南省西华县
昆山集体农庄
群众在打井（新
华社记者孙静
摄 ）；下 图 为
2017 年 3 月 9
日，在河南浚县
王庄镇一处麦
田旁，工人在安
装灌溉用的机
井抽水泵（新华
社记者李安摄，
无人机照片）。

河 南 是 我
国农业大省，素
有“中原粮仓”
的美誉。新中
国成立后，特别
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河南农
民日常的农田
劳作发生很大
改变，农业机械
化 ，农 业 科 技
化，提高了农业
生产的效率和
质量。越来越
多的农民，逐步
告别传统的生
产方式，更多先
进的农业设备
和管理模式，出
现在希望的田
野上。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 刘巍
巍）202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活动 22 日在苏
州工业园区举行，预计大闸蟹全年产量约
10940 吨，将在国庆节前后批量上市。

据悉，2021 年气候条件较好，大闸蟹
长势喜人。据苏州市农业农村局预测，全
年大闸蟹产量约 10940 吨，其中围网养殖
区面积 1.6 万亩，产量约 1575 吨；沿湖周边
高 标 准 池 塘 养 殖 面 积 7.26 万 亩 ，产 量 约
9365 吨。

2021 阳澄湖大闸蟹新版防伪锁扣同
日揭晓。记者看到，新版锁扣上印有醒目
的“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图案和查询
号码，以确保消费者购买到正宗的阳澄湖
大闸蟹。

阳澄湖

大闸蟹开捕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22 日 电（记
者 魏玉坤）记者 22 日从国家统计局
获悉，2020 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 24393.1 亿元，增
长 10.2%，延续了“十三五”以来两位
数以上增长态势，但受新冠肺炎疫情
等因素影响，增速较上年回落 2.3 个
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
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20 年全国科技
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0 年 R&D 经
费 投 入 强 度（与 GDP 之 比）达 到
2.40%，比上年提高 0.16 个百分点，提

升幅度创 11年来新高。
公报显示，2020 年我国基础研究

经 费 为 1467.0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9.8%，增 速 较 上 年 回 落 12.7 个 百 分
点；占 R&D 经费比重为 6.01%，连续
两年保持在 6%以上。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
启龙表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 R&D
经费投入呈现稳中有进态势。

一 是 总 量 稳 定 增 长 。 2020 年 ，
我 国 R&D 经 费 总 量 约 为 美 国 的
54%，是日本的 2.1 倍，稳居世界第
二 ； 2016 年 至 2019 年 ， 我 国 R&D

经费年均净增量超过 2000 亿元，约
为 G7 国家年均增量总和的 60%，成
为拉动全球 R&D 经费增长的主要力
量。

二是增速全球领跑。2016 年至
2019 年 ，我 国 R&D 经 费 年 均 增 长
11.8%，增速远高于美国（7.3%）、日本

（0.7%）等科技强国。
三是强度追赶加快。在世界主

要经济体中，我国 R&D 投入强度水
平已从 2016 年的世界第 16 位提升到
第 12 位，接近 OECD 国家的平均水
平。

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突破 2.4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 姬
烨）22 日，在 2021 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式
上，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发
布。

奥运海报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视觉
文化内容，是彰显文化自信、营造冬奥氛
围、推广冰雪运动、推进全民健身的重要
手段。北京冬奥海报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
海报，官方海报已于 2020 年 7 月由北京冬
奥组委设计完成，共三组六幅。

为进一步提升北京冬奥会的公众参
与度，丰富冬奥宣传海报的艺术风格，北
京冬奥组委于去年 9 月在 2020 北京国际
设计周上，发布了北京冬奥会宣传海报征
集公告。通过线上线下的广泛征集，得到
百余家设计机构及各界媒体、全国艺术设
计类院校师生的积极响应，共征集 1565 套

（件）作品，其中未成年人组作品 137 件。经
过多轮评选，从 50 套（件）入围作品中评出
20 套（件）优秀作品，经过深化修改、查重，
最终确定 11 套（件）优秀设计作品为北京
冬奥宣传海报。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
说，这 11 套作品以体育为主题，以文化为
内容，融入了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
貌、冰雪运动等多种设计元素。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海
报评审委员会主席蒋效愚表示，北京冬奥
海报呈现四大特点：一是主题鲜明、题材
多样；二是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三是手法
现代、创新表达；四是适用广泛、易于共
鸣。“不同的人看到海报以后都能找到共
鸣和情绪激发点，从而更加关注北京冬
奥。”

北京冬奥

海报发布

关 注 全 运 会关 注 全 运 会

9月 22日，北京队选手王妍在女子跳马比赛中。
当日，在西安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体操项目女子团体决赛中，广东队以

217.129 分的总成绩获得冠军。安徽队以 212.961 分的总成绩获亚军，北京
队以 211.930分的总成绩获季军。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 摄

9 月 22 日，福建队选手林雨薇（左）、四川队选手吴艳妮（右）在比赛中。
林雨薇以 12秒 88的成绩获得冠军，吴艳妮获亚军。

当日，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项目女子 100米栏决赛在西安奥体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宋彦桦 摄

到 2025 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到 2035 年，知识产权综合竞
争力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特色、世界水
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纲要），描绘出我国加快建设
知识产权强国的宏伟蓝图。我国从知
识产权引进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知识
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全面提速。

蓝图绘就
六大重点任务支撑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回应新
技术、新经济、新形势对知识产权制度
变革提出的挑战，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改
革发展，全面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
力，对于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等具有重要意义。”国家
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保
护和司法保护显著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社会满意度由 2012 年的 63.69 分提高
到 2020 年的 80.05分。

截至 2020 年年底，国内（不含港澳
台）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5.8
件，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 3017.3 万件，
均为 2012 年的 4 倍多。核心专利、知名
商标、精品版权、优质地理标志产品等
持续增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
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由 2013 年的
第 35 位上升至 2021 年的第 12 位，连续
9年稳步上升。

“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
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
求，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
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作用更加凸
显。”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纲要部署了“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支撑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
行机制”“建设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高质
量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
球知识产权治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
务。

更强保护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提升保护水平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产权事
业发展的基础。纲要明确，到 2025 年，
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社会满意度达

到并保持较高水平；到 2035 年，知识产
权制度系统完备，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
自觉基本形成。

“近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保护知识产权，取得显著成效。根据纲
要，未来将更加注重知识产权制度和保
护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更好满足不断发
展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进一步提高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保护效率。”国家知
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纲要提出，构建更加完善的知识产
权法律体系、管理体制、政策体系，构建
响应及时、保护合理的新兴领域和特定
领域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健全司法保护
体制和行政保护体系，健全统一领导、衔
接顺畅、快速高效的协同保护格局。

纲要还注重知识产权人文社会环
境的建设，通过提升全社会知识产权文
化自觉，促进实现知识产权更高水平保
护、更高质量发展。

纲要提出，塑造尊重知识、崇尚创
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
化理念，构建内容新颖、形式多样、融合
发展的知识产权文化传播矩阵，营造更
加开放、更加积极、更有活力的知识产
权人才发展环境。

质量引领
为高质量发展打造强力引擎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高
质量发展对知识产权的更高水平创造、
更高效益运用提出迫切要求。

对此，纲要提出，到 2025 年，专利密
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3%，
版 权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达 到
7.5%，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达
到 3500 亿元，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 12 件；到 2035 年，知识产权
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纲要突出“质量引领”，通过深化知识产
权领域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好发挥知识产权制
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纲要提出，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的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机制，
健全运行高效顺畅、价值充分实现的运
用机制，建立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市
场化运营机制。并要求加强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供给，建立数据标准、资源整
合、利用高效的信息服务模式。

“我国还将推动知识产权与经济、
科技、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深度融合发
展，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贡献力
量。”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说。

向知识产权强国进发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看点解析

新华社记者 张泉 温竞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