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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 日给全
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对
涉农高校办学方向提出要求，对广大师生予
以勉励和期望。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全国涉
农高校牢记办学使命，精心培育英才，加强科研
创新，为“三农”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
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
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
广阔舞台，我国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希望你
们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
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
才，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促
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近日，全国 50 多所涉农高校的 100 多位书
记校长和农林专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了在浙江安吉围绕新时代农林学科建设开展研
讨的情况，代表 130 万农林师生表达了肩负起
兴农报国使命、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矢志奋
斗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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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
你们好！来信收悉。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全

国涉农高校牢记办学使命，精心培育英才，加强
科研创新，为“三农”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
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新时代，农村
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我
国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希望你们继续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出更多科
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亿万农
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9 年 9 月 5 日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回 信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记者刘华)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日在北
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
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严重威胁世界和平
稳定，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中德作为两个负责任大
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战略沟通、协调和合作，携
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不仅对中德两国，对世界都
愈显重要。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对话协商，尊重彼此发展
道路，照顾各自核心利益，做平等对话、互利合作、交流互
鉴的战略伙伴。

习近平强调，要把中德合作的蛋糕做得更大。你这次访华
双方达成不少经贸合作成果，证明中方扩大开放说到做到。中
国市场足够大，而且随着发展会越来越大，将给德国和世界各
国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就是两国互利共赢的很
好例子。双方应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在自动驾驶、新能源汽
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和 5G 等新兴领域加强合
作，共同培育和开拓未来市场。中方正在加快开放金融和服务
业，欢迎德方投资。你还将赴武汉访问。欢迎德国企业参与长
江经济带建设。要厚植人文和民意基础，争取两国民众特别是
年轻人广泛参与和支持中德关系发展。要共同展现责任担当，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在气候变化、
对非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

默克尔表示，德中对话合作广泛深入，中国是德国最大贸
易伙伴。两国合作正沿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德国很高兴能够分
享中国扩大开放政策成果，愿继续加大对华投资，拓展合作领
域，促进人文交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也给德国带来不利影
响。各方应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和摩擦。德方愿
本着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精神，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
通协调。德方愿为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还就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
广泛共识。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9 月 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记者于文静)走进北京前门一家京味
餐馆，桌子玻璃板下压着米票、面票，桌子上面摆着酥皮虾、烤
鸭等美食，仿佛时空穿越。

小小餐馆从一个侧面折射了 70 年来中国人餐桌的变化。在
此就餐的河北张家口市退休工人苏润风说，小时候粮食短缺，白
馒头是“奢侈品”，主菜只有萝卜、大白菜等。粮票、食用油票
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农业产出持续增加，温饱不再是问题，
餐桌上的果菜肉蛋奶等越来越多。苏润风感慨道：“过去过年才
能吃顿好的，现在天天像过年。”

“ 70 年的饮食变化，可以概括为主食越来越不‘主’、副
食越来越不‘副’，中国人正在经历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方

式的深刻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说，主
食在食物消费支出和营养来源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副食大幅上
升；植物性食物占比大幅下降、动物性食物大幅上升；成品、半
成品和在外消费快速增加。

变化背后是沉甸甸的成绩单。我国粮食产量 1949 年只有
2263 . 6 亿斤，无法满足人们温饱需求； 2018 年提高到 13157 . 8
亿斤，粮食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畜
产品供应总体不足，从 1985 年到 2018 年，畜产品产量快速增
加，主要畜产品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产品供给
保障能力显著提升，食品加工业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正由吃得
饱、吃得好向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健康迈进，膳食结构更趋
科学，初步形成了以谷物为主、动物性食品为辅、瓜果蔬菜为补
充的中国特色东方膳食结构。

70 年，中国人餐桌上的变化与国家的发展同步。从努力
果腹到追求健康，变化的是数量和品种，不变的是对幸福生活
的追求。

7 0 年 ，从吃饱吃好到吃健康

新华社记者骆国骏、孔祥鑫、张骁

曾几何时，钢铁企业的疾速发展，寄托了中国“赶英超美”的腾
飞梦想；回望来路，钢铁行业的转型历程，折射出国人改革探索、奋
进拼搏的胸怀气度。

石化千数年，钢炼万千度。从钢铁强国“梦工厂”到改革转型
“排头兵”，诞生于 1919 年 9 月的首钢，历经百年沧桑，逐梦百年辉
煌：取得两千多项科技成果，世界第一、中国第一迭创纪录。首钢百
年缩影中国工业发展历程，折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历史性飞跃。

百年首钢逐梦之旅折射国家钢铁工业腾飞之路

1919 年秋，北京西郊石景山脚下，首钢集团前身——— 龙烟铁
矿股份公司石景山炼厂开工兴建。

100 年后，河北唐山曹妃甸上，首钢京唐公司二期一步工程于
今年 8 月竣工投产，产品品种侧重于海洋工程、造船、核电、机械制
造、容器制造、桥梁等领域需要的宽厚板产品，与 2010 年竣工投产
的首钢京唐公司一期工程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产品组合。

回首百年，如梦似幻。2019 年 9 月 1 日，首钢集团迎来建厂
100 周年纪念日，位于首钢 3 号高炉西侧水下展厅的时间轴“灯
带”发出耀眼的光芒，28 个重要历史时刻唤起人们对百年首钢乃
至国家钢铁工业的成长记忆。

从石景山炼厂到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钢铁公司、首都钢铁公

司、首钢总公司，再到首钢集团，无论企业名称如何改，首钢人强
企报国的志向从未变；从北京石景山脚下的老厂区到河北曹妃
甸吹沙填海建设的现代化钢厂首钢京唐公司，首钢从“山”到
“海”的腾挪，彰显了中国钢铁工业从“追赶”到“超越”的腾飞。

“石景山炼厂成立的初衷是实业救国、建设北方工业中心，
但建厂后不仅没有产出一滴钢水，炼成的铁还被日本侵略者转
运回国制作武器。”首钢集团工会主席梁宗平说，“如今我国早已
成为全球第一产钢大国，百年巨变令人感叹。”

从 1919 年到 1948 年，磨难中的首钢举步维艰，累计仅产
28 . 6 万吨生铁。而 1948 年全国年产钢不足 10 万吨，还不够每
家每户打一把菜刀，大规模炼钢在国内遥不可及。

“我父亲 1951 年进入首钢工作，炼钢是他们那代人的梦
想。”已经从首钢退休的曹连成说，“1949 年成立的鞍山钢铁
公司于当年炼出了第一炉钢水，这也激励着父辈们不懈奋
斗，1958 年首钢第一座炼钢侧吹转炉诞生，从此结束了首钢
有铁无钢的历史。”

“20 世纪 60 年代，首钢先后结束了有铁无矿和有钢无材的
历史，1979 年建成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新 2 号高炉，2010 年首钢
京唐公司一期工程竣工投产……”首钢副总工程师张福明如数
家珍。一个个里程碑，记录了国家钢铁工业成长的脚步；异地迁
建而成的首钢京唐公司，更被誉为中国钢铁“梦工厂”。

走进首钢京唐公司厂区，特大型高炉巍然耸立；炼钢转炉在
“全自动一键式炼钢”程序设定下实现精准加料；自有码头成品
库的无人天车驾驶精准运放钢卷……

首钢京唐公司总经理曾立说，首钢搬迁调整淘汰了老首钢
原有设备，全力打造了一座崭新的“海上钢铁工厂”。

从原料进厂到成品码头，各环节“一”字排开，最大限度缩
短运距；由首钢人自主研发的两座 5500 立方米高炉和“全三
脱”炼钢厂巍然矗立在渤海之滨……从北京转战至河北曹妃甸
的一线炼钢工人陈香感叹，搬迁后的新首钢早已“脱胎换骨”成
了难以匹敌的“绿巨人”。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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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首钢 百炼成钢
从钢铁强国“梦工厂”到改革转型“排头兵” 新华社记者徐海涛、王秉阳、董雪

“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博士，也是第一个
出国留学的，总书记当时听了特别高兴！”
当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李军配，
如今学成后选择创业报国之路，研发出打
破垄断的创新产品。

突破量子世界的前沿奥秘，探求人体
抗癌的关键机制……今年以来，中科大的
高质量学术成果“井喷”，已有 10 篇论文登
上国际三大顶尖学术期刊。

2016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了中科大。“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方兴未艾，我们要增强使命感，把创新
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他的
殷切嘱托为学校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大批志在报国的人才脱颖而出，多
个科技创新“制高点”被成功登顶。三年来，

这所大学的科创辐射力跃出校园，成为驱
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劲“新引擎”。

定方向、担使命，学生立志

报效祖国

8 月 23 日，记者来到中科大采访。
1800 多名新生陆续报到入学，校园里喜气
洋洋、朝气蓬勃。

一个写着“我是科大人，定当不负青
春，学得文武艺，在时代大潮中奋勇前行！”的“留影框”最受新生欢
迎。新生们在这里排队拍照，纪念大学生活的开端。

“他饱含深情的勉励，让所有人热烈鼓掌！”已经毕业的李
军配回忆三年前在学校图书馆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情景，仍难
掩激动。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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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嘱托看变化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视

频报道《 70 秒说 70 年|70 年，中国人

均预期寿命翻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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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中国

扫描二维码，观
看新华社《瞰中国》特
别节目《我爱你，中国·
福建》。

工人在唐山开平区花海项目观光区工作。
2018 年 8 月，唐山市开始废弃煤矿治理，推动花
海项目，目前已初见成效。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废弃煤矿成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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