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是贵州油茶
的主要产区之一，油茶栽培历史已有 500 多年。
上世纪 80年代，玉屏油茶因树龄老化等原因，导
致茶果含油量低、产量不稳定，制约着当地油茶
产业的发展。为解决当地油茶发展难题，大连
民族大学选派阮成江教授团队作为武陵山片区
联络员，在玉屏开展油茶改良科技攻关。

送科技、送服务、解难题，是大连民族大学
党委学党史、办实事、践初心的生动缩影。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学校党委扎实推进国家民
委“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持续提升武陵
山片区联络员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实现科技精
准帮扶与乡村振兴有序衔接。

“在国家民委党组的领导下，学校党委从践
行‘两个维护’高度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
仅注重学，更注重学、用结合，把‘我为群众办实
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积极引导党员干部立足
本职，把‘项目清单’变成‘履职清单’，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贵州铜仁地区群众的困难事、烦心事，
真正让党史学习教育在田间地头见成效。”大连
民族大学党委书记赵铸说。

他乡早已是我乡

大连民族大学和贵州铜仁跨越 1700多公里
结下的“姻缘”，还得从 10年前说起。

2011 年初，国家印发《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
与扶贫攻坚规划发展战略》。随即，国家民委从
委机关和委属单位选派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
员，前往武陵山片区担任联络员。几年来，大连
民族大学 119 人次干部教师、10 余个科研团队
先后赴贵州铜仁，扶教育、兴产业、助文化……
建立起校地联络的“山海情谊”，构筑了府校合
作的“山海模式”。

大连民族大学制订《大连民族大学定点帮
扶贵州省铜仁市工作实施细则》，成立大连民族
大学铜仁工作组，突出一个“实”字，扎实开展帮
扶工作。多次召开党委会议，研究部署对口帮
扶铜仁工作，因材施策、因地制宜，“一箩筐”的
举措、方法、点子应运而出。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联络员根据铜仁
发展转型、农业发展领域需要的人才，协调学校
出台定向专业招生计划。自 2013 年以来，已招
收 1000余名铜仁籍学生。作为铜仁市干部培训
基地，大连民族大学每年划拨专项资金，举办干
部培训班近百期，累计培训 2.3 万人次，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人才保障。

几年来，大连民族大学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全体常驻联络员各司其职，在金融、教育、农特
产品推介、智慧旅游和智慧景区建设、文物保
护、转基因技术生物安全知识培训、畜牧兽医高
水平专业群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

十载山海相连，携手“黔”行。大连民族大
学一批又一批的联络员冲破重重山海阻隔，与铜
仁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同行、共谋发展，书写下比
山高、比海深的感人故事。学校联络员多次荣获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民委系统先
进工作者”“贵州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
学校多次获评“贵州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十年来，在国家民委党组的领导下，我们
始终把对口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
落实在行动上 ，立足民大所能、铜仁所需，以

‘输血’与‘造血’结合、帮扶与合作并举的帮扶
思路，助力铜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大连民族大学校长丁克毅说。

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10 年间，大连民族
大学倾力帮扶铜仁，在黔东大地播下一颗颗饱
含深情的种子。

特别是今年初，大连民族大学把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当作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课堂，进
一步深化与铜仁市的战略合作，选派参与铜仁
市“一带双核”建设项目规划团队，食用菌、软枣
猕猴桃项目团队等科研团队，聚焦群众企盼和
当地需求，扎实开展工作。

在铜仁市，“一带双核”项目团队加强与文
化和旅游部信息中心对接，参与完成《铜仁市全
域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建设方案》和《铜仁市智
慧旅游二期建设内容需求清单》，积极推动学校
与铜仁市文体广电旅游局签订文创产品研发对
口合作协议，同时在学校推动成立铜仁市文化
旅游产品设计研发基地。

在玉屏县，民族建筑数字化保护项目团队
与铜仁市民宗委深化合作，启动少数民族特色
村镇数字化保护项目。该团队先后深入大湾苗
寨等 30 余个村寨，进行数据采集和无人机航拍
摄影建模。

在石阡县，辣椒产业项目团队积极开展调
研工作，完成当地辣椒研究报告；为当地企业义
务进行辣椒样品理化指标和品质分析；与贵州
石阡和记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共建产学
研基地。

在万山区，食用菌、软枣猕猴桃项目团队多
次深入企业、种植户，开展技术咨询指导；在梵
净山，基因库调查团队多次深入梵净山自然保
护区进行调研，并与当地有关部门签订共建产
学研基地协议。

今年，大连民族大学与铜仁市政府达成“十
四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明确把油茶产业
继续作为双方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产业帮扶
等合作领域的重要支撑和载体，加快推进油茶
应用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立足油茶产业长远
发展，推动油茶团队帮扶协助向纵深发展。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大连民族大
学党委的要求，联络员们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推进乡村振兴、为群众办实事有效融合，沉下
身子摸实情、破解问题开新局，把科研写在黔东
大地上，用心用情架起了农民与科技的桥梁。

把田间地头当作实践课堂

“在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际，玉屏
县委、县人民政府和 20万干部群众，分外感激大
连民族大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今年，全县油
茶种植面积超过 22万亩，投产面积达 15.4万亩，

年产油茶鲜果 1.6万吨，产值达 2亿元，成为玉屏
人民致富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这些成绩是大
连民族大学对玉屏倾情帮扶结对下的累累硕
果。”

这是玉屏县委、县人民政府写给大连民族
大学的感谢信。信里再次提到了已成为玉屏人
民致富增收主导产业之一的油茶产业，以及一
直奋斗在油茶一线的阮成江教授团队。

这些年，阮成江带领团队，选育出 9 个适宜
在铜仁市大面积推广的油茶良种；培育出“民玉
2 号”“民玉 3 号”两个油茶良种和新品种，其种
仁含油量均在 56%以上，亩年产茶油 50 公斤以
上，具有年年结实、年年丰产特性；获发明专利 3
项，成功将每亩油茶经济效益提高 3500元，为服
务百姓增收、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国家民委、贵州省和铜仁市的大力支持
下，阮成江教授带领的油茶团队持续加强与当
地有关部门合作，积极搭建油茶研究平台，先后
与贵州省林科院等单位共同获批组建了贵州省
油 茶 工 程 技 术 中 心 、铜 仁 市 油 茶 技 术 研 究 中
心。今年，武陵山油茶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正
式成立，阮成江教授受邀担任武陵山油茶产业
技术创新研究院首任院长。团队加快推进“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作，工作站硬件建设工作基
本完成。

在科研创新方面，阮成江团队继续攻坚发
力，开展了油茶全基因组测序及高海拔优良无
性系选育工作，初步筛选出适应于海拔 1000 米
以上种植的优良家系 5 个；建立了油茶组织培
养工厂化育苗技术体系，建立了 4000 平方米组
培苗生产车间，200 亩组培苗育苗基地；培育民
玉 2号、民玉 3号油茶苗 218万株；建立高标准油
茶基地 2.5万亩。

“下一步，团队全体成员将继续协同攻克一
系列油茶产业技术难题，把学党史、办实事、解
难题、促工作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
要标志，作为守初心担使命的具体实践，作为科
技支撑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阮成江说。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一支支奔波的团队、一
条条帮扶举措、一项项落地项目……正催生新
的希望，演绎新的故事。“大连民族大学党委将
持续加强科研团队帮扶，不断深化‘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效，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有机
结合，助力贵州铜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赵
铸说。

ZHONGGUO MINZU BAO

14

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

2021年 12月 日

今日8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 中国民族报社主办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192

邮发代号:1-236

周二、五出版

星期二

农历辛丑年十一月十一 新闻热线：010-82685285

来稿邮箱：mzbxinwen@126.com

发行热线：010-82685015

广告热线：010-82685623

广告发布登记证:京海市监广登字20200015号

总期数：2095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一号院三号楼 邮政编码：100080 举报邮箱：zgmzbjbrx@sina.com 监督举报电话：010-82685299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定价：每份 1.98 元 值班主编 肖静芳 责编 丛蓉 审校 刘富 制作 李莉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 大 连 民 族 大 学“ 学 党 史 办 实 事 ”纪 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团结就是力
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面临新的历史使命，引导各族
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必然要求。推动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儿女大团结，就
要把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美好的未
来贯通起来，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厚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情感，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回望苦难辉煌的过去，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万山磅
礴必有主峰，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抚今追昔，百年党
史的主题主线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面对“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劫难，在争
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
的旗帜下，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各族
人民共同当家做了主人，从此“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
阗”，中华民族从自觉走向自立、自信、自强，发展成为更具包容
性、凝聚力、统一性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
力的教科书。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之所以成功，少数民族的面
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之所以发
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最根
本的保障和最重要的经验，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
原则。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就
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我们的民族团结统
一在政治上就有充分保障。

守望日新月异的现在，党的民族工作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
所有工作必须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纲”聚焦。克明
俊德，以亲九族。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民族工
作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这些都决定了新
时代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新时
代孕育新思想，新理论引领新实践。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总结
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
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回答了新
时代民族工作“怎么看”“怎么办”等重大问题，是党的民族工作理
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建设的一次重大飞跃，是推动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壹引其纲，万目皆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
界的文化归属感，其核心是要引导各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我们要深刻认识以其为

“纲”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更加自觉地将其
贯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坚持问题导向，调整工作中的偏差，着力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展望光明美好的未来，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
共同体。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我们伟大祖国是五十六个民
族共同开发的，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开创。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就
要把握历史主动，牢记“国之大者”，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要大力推进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在各民族群众中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用共同理想信念
凝心铸魂，赓续精神血脉，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
心凝聚、团结奋进
的强大精神纽带。
要推动各民族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努力奋
斗。 （下转02版）

□ 艾中华

把 科 技 送 到 田 间 地 头
□ 特约撰稿 李素梅

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习近平

阮成江（右）在玉屏指导油茶种植技术。 大连民族大学供图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
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关于〈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的说明》英文、法文、西
班牙文、德文、日文、俄文、
阿拉伯文、葡萄牙文、越南
文、老挝文等 10 个外国语
种单行本和中英文对照本
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外文
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向
国内外公开发行。

同时，蒙 古 文 、藏 文 、
维 吾 尔 文 、哈 萨 克 文 、朝
鲜文等 5 个民族语种单行
本 已 由 民 族 出 版 社 出 版 ，
彝 文 、壮 文 等 2 个 民 族 语
种单行本已由民族出版社
分 别 同 四 川 民 族 出 版 社 、
广 西 民 族 出 版 社 联 合 出
版 ，即 日 起 向 全 国 公 开 发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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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