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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5 月 22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 月 20 日至 22 日
在江西考察，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新发展理
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更大功夫，在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更大
功夫，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不断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
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初夏时节，赣江两岸郁郁葱葱，欣欣向荣。20
日，习近平在江西省委书记刘奇、省长易炼红陪同
下，深入赣州市的企业、农村、革命纪念馆，就经济
社会发展进行考察调研，实地了解革命老区脱贫
攻坚和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进展情况。

20 日中午，习近平乘机抵达赣州，首先考察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展厅，习
近平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和赣州稀土产业发展
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我国稀土资源的分布状况、开
发技术、应用情况以及生产加工中采取的环境保
护举措。在生产车间，习近平仔细察看包装自动检
测线、高性能烧结炉等设备生产运行情况，同现场
工人亲切交流。习近平对企业加大科研投入、致力
科技创新、注重生态修复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强
调，技术创新是企业的命根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核心技术，才能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
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紧紧扭住技
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抢
占行业发展制高点。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
不可再生资源。要加大科技创新工作力度，不断提
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

值，加强项目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可持
续发展。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
年 10 月，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
力在此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20 日下午，
习近平转乘火车来到于都县，瞻仰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旧址原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纪念馆。在纪念碑前，习近平向革命先
烈敬献花篮并三鞠躬。他缓步绕行纪念碑，仔
细察看基座上的浮雕，深情缅怀当年党中央
和中央红军在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纪
念馆内，习近平听取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
历史情况介绍，在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前
驻足察看，同大家不时交流，回忆当年的历
史。他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
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革命理想高于天。理
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
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
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
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
以置信的奇迹。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
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
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天，在新
长征路上，我们要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
大风险挑战，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依然要靠全党全国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
强的革命意志。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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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西考察，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
习近平在赣州市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参观，听取有关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情况介绍。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5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西考察，主持召开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来到红军烈士后代、退伍军人孙观发家
看望慰问。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新华社记者吴雨、李延霞

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蓬勃发展，为我国经济
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创造力。去年，在内外部因素
的影响下，民营和小微企业一度面临融资难问
题。今年以来，国家多措并举推进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定向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民营
和小微企业，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金
融环境。

提振市场信心 更多金融活

水润泽民企小微

8 天，100 万元到账。浙江台州无限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屈荣华连说“没想到”：没

想到专利可以做抵押，没想到泰隆银行放贷如
此高效，没想到困扰发展的烦恼解决了。“之前
因为资金短缺，工厂订单不断却部分处于停工
状态。现在我们可以更专心地做自己擅长的产
品研发了。”

这是多项利好政策下，众多民营、小微企业
融资获得感增强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面对企业融资难题，从中央到地
方，从监管部门到金融机构，一系列扶持政策不
断出台：货币政策精准发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成立纾困基金缓解企业燃眉之急，优化小微金
融服务监管考核办法…… （下转 7 版）

“精准滴灌”民营小微企业 融资环境持续改善

金融发力支持实体经济向好

新华社记者刘亢、王珏玢、胡喆、刘宇轩

70 年前，一座 2 层小楼、几台机床，
见证了新中国雷达工业的蹒跚起步；70
年后，一座现代化研究所矗立在长江之
畔，从这里诞生的雷达产品，享誉世界。

从修配仿制到自力更生，从保障“两
弹一星”到为“神舟”飞天护航，这个与共
和国同龄的研究所，目睹了中国雷达从
无到有，由弱向强。

这里是中国雷达工业发源地——— 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 14 研究所。
在这里，三代雷达人前赴后继，谱出一曲
科研报国的壮歌。

从落后追赶到局部领先：

中国雷达的奋起之路

俯瞰大地、探索海洋、追梦太空，人
类认知自然的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雷
达的身影。

1949 年 4 月 24 日，中国雷达工业
在南京城北一座 2 层“小红楼”里起步。
100 多名职工、三四台机床、几部从敌方
缴获的雷达，是当时中国雷达工业起步
的全部家底。

技术落后，就会挨打。今年 84 岁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义，至今对那段憋
屈的历史耿耿于怀：解放初期，新中国只
能“捡”别人的雷达用，很多武器甚至没
有雷达。“被炮弹打中，还不知是谁打
的。”

早在二战期间，英军已能用雷达对
德空中拦截，守护英国本土不致沦陷。战
后不久，国际上成功用雷达测出地月距
离。但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战
斗机雷达还停留在只能测测距离、能看
天看不了地的阶段。专家判断，“中国雷
达和国外起码相差 30 年！”

夜幕中的“小红楼”，目睹了一代代
雷达人的不眠不休。无数技术鸿沟，硬是
靠拆雷达、分析、仿造，一点点追了上来。

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自行设计出
第一部 314 甲中程警戒雷达，标志着
我国迈出自主设计雷达的重要一步；

70 年代，7010 大型相控阵远程
战略预警雷达屹立于燕山余脉黄羊山
上，中国人从此掌握了相控阵雷达尖
端技术；

进入 21 世纪，中国雷达发展更驶
入了“快车道”：

2007 年，国产预警机空警 2000
雷达如期研制完成。这部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警眼”雷达，让我国从零基础
一跃而上、实现隔代跨越。（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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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提出 8 点意见：

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

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推动制造业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二、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创新支持政策，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多鼓励原创

技术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三、优化营商环境，对标国际一流水平，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

环境，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四、积极承接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加强同东部沿海和国际上相

关地区的对接，吸引承接一批先进制造业企业

五、扩大高水平开放，把握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

优质产能和装备走向世界大舞台、国际大市场，把品牌和技术打出去

六、坚持绿色发展，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强化环境建设和治理，

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

七、做好民生领域重点工作，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

八、完善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加大对中部地区崛起的支持力度，

研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加强统筹协调

要 闻 播 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系列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意见》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评论员：

继往开来

再 出 发

（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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