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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8 小时工作制，《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早就有
明确规定，但受各种因素影
响，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打
工人”或多或少都有过加班经
历。过去，“996”工作制曾一度
被人们热议；近期，随着多地
整治超时加班行动的陆续开
展，该话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 （A4版）

超时加班，该“歇息”了

11 月 19 日，首届中国网
络文明大会在北京举办，大会
主题为“汇聚向上向善力量，
携手建设网络文明”，会上发
布了“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十
件大事”和《共建网络文明行
动倡议》。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有何重大意义？怎样加强网络
文明建设？本期话题对此予以
探讨。 （B4版）

共建网络文明守护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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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余年来，几代中国人在这
里挥洒青春，用生命谱写可歌可
泣的拓荒史诗，用汗水和热血，
将偏僻、荒蛮、寒冷代名词的“北
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成
为热滚滚的“中国饭碗”的代
名词。

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
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激励了
几代人。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北
大荒篇章，是对党的红色血脉的
赓续和传承。奋进新时代，启航
新征程，历久弥新的北大荒精神
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支撑
北大荒人战胜艰难险阻、夺取新
时代的新辉煌。

北大荒！北大仓！

1947年，按照党中央关于建
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
示，一批解放军来到这片沉睡的
荒原，点燃“第一把火”，拉动“第
一把犁”，建立第一批农场，收获
第一次丰稔，有力支援了解放战
争前线。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新中
国成立之初，恢复农业生产、保
障粮食供应任务极为紧迫。为解
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14万转
业复员官兵、10万大专院校毕业
生、20万内地支边青年、54万城
市知识青年陆续来到北大荒，铲
地、培土、收割、打粮。他们扶起

了犁耙，唤醒了荒原。
我国第三套人民币“壹圆”

上那位标志性人物的原型梁军，
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也
是北大荒最早的建设者之一。

1948 年，18 岁的梁军在黑
龙江北安参加拖拉机手培训班，
是班上70多名学员中唯一的女
学员。为学好驾驶技术，她咬牙
搬起几十斤重的拖拉机零件，让
男学员刮目相看。“别看我是女
子，再苦再累都不怕，我向党保
证，坚决完成学习任务”。

梁军以坚韧的意志参加到
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之中，成为全
国各地无数青年的心中楷模。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在党中央号召下，
一批批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来
到北大荒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岁月流逝，记忆永存。在北
大荒博物馆，络绎不绝的参观
者在一面长达25米的铜墙前驻
足，这里镌刻着1.2万多名长眠
在 黑 土 地 上 的 转 业 官 兵 的
名字。

扎根边疆干革命，广阔天地
炼红心。从北大荒到北大仓，几
代拓荒人在这里战天斗地，前赴
后继，百折不挠。

年产粮曾经只有0.048亿斤
的北大荒，如今连续10年稳定在
年产400亿斤以上，可以满足1.6
亿城乡居民一年口粮供应。

北大荒的历史变迁，就是一
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史诗。

要改革！要创新！

20世纪 80年代，随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借着垦区试办家庭
农场的契机，吃惯了“大锅饭”的
北大荒人开始义无反顾地走上
创业之路。一个个家庭农场在改
革浪潮中涌现并释放巨大能量。

在北大荒精神的引领下，北
大荒人顺应时代要求，锐意改
革、勇于开拓、大胆探索，以兴办
家庭农场为突破口，打破传统计
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土地到
户、机械到户、核算到户、盈亏到
户和生产费自理、生活费自理

“四到户、两自理”以及大农场套
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找到一条适合垦情的农业改
革之路，驶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快车道。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黑龙江时指出，要深化国有农垦
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农业大基
地、大企业、大产业。

传承和弘扬北大荒精神，深
化改革、转型发展、维护稳定大
局，北大荒人用火热的实践与成
果，推动北大荒精神在新时代绽
放新光芒。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北大荒
农垦集团实现政企分开、事企分
开、社企分开，企业活力充分释
放，2020年营业总收入达1423.3
亿元，同比增长15.4%；利润总额
13.1 亿元，同比增长3.29 倍。今
年上半年营业总收入 718.2 亿

元，同比增长38%。预计2021年
北大荒集团粮食产量将超过430
亿斤，实现为国家累计生产一万
亿斤粮食的历史性成就。

改革是时代的最强音。通过
稳步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建
立内控体系、界定主业、压缩层
级、三项制度改革，北大荒各级
企业主业更清晰，运行更高效，
北大荒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模
式呼之欲出。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吉林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措
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
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
远造福人民。

黑土地是北大仓的命根子。
对于热血浇灌的这片沃土，

不能只是索取，更要呵护。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北大荒农垦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守聪说，“‘十四五’开
局，我们将坚持耕地合理利用与
严格保护并举，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并重，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
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守住耕地
数量和质量‘双红线’，不断夯实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

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剂，
一场“三减”行动在北大荒深入
实施，引领绿色优质农业发展，
更好地保护黑土地。

2020 年，北大荒落实农业
“三减”示范面积1592万亩，化

肥和农药用量同比分别减少
30585吨和 669吨。今年将加快
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农药
替代传统农药。“三减”示范区测
土配方施肥、标准化植保机械作
业将实现全覆盖，化肥农药使用
零增长。

预计“十四五”时期，通过加
快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农
药替代传统农药、地表水替代地
下水、保护性耕作替代传统翻
耕、智能化替代机械化等措施，
2025年有望实现土壤有机质含
量提高0.5克/千克，耕层平均厚
度达30厘米以上的目标。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食
生产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目
前 北 大 荒 农 业 机 械 化 率 达
99.6%。拥有飞机100多架，航空
化作业面积2179.5万亩。农业科
技贡献率达68.2%，科技成果转
化率达82%，居世界领先水平。
垦区坚持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
打造了米、面、油、肉、乳、薯、种
等支柱产业，培育了“北大荒”

“完达山”等一批中国驰名商标，
其中“北大荒”品牌连续15年入
选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榜，稳居中
国农业第一品牌。

农场运用卫星定位、云计算
技术，对万亩良田实现精准管
理。生机勃勃的黑土地上，年轻
一代为北大荒精神注入新活力。
垦区现有各类科技人员10.8万
人，又一支“十万大军”，正在为
北大荒精神插上科技的翅膀。

（新华社王立彬）

热血沃黑土
——北大荒精神述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不为公益生，此生为公益”
——记中国好人、四川省优秀志愿者赵忠

本报记者 李林晅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日电（安蓓 闫依琳）
近期国务院批复了《“十
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
兴发展规划》。国家发展
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
以规划为引领，构建新
时代支持特殊类型地区
振兴“1+N”政策体系。

特殊类型地区包括
以脱贫地区为重点的欠
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
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
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
城市等。

这位负责人说，“十
四五”时期，特殊类型地
区作为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中的短板地区、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脆弱地
区、促进边疆巩固的重
点地区，面临更加复杂
的环境条件和更为艰巨
的发展任务。编制和实
施规划，加快特殊类型
地区振兴发展，有利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
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
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
成果，确保在现代化进
程中不掉队、赶得上；有
利于优化区域经济布
局，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有利于统筹发展和安
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能源安全、边疆安全。

规划是第一个全国特殊类型
地区振兴五年规划，也是“十四
五”时期支持全国特殊类型地区
振兴的纲领性文件，主要明确了
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目标定位、
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
这位负责人说，在此基础上，将进
一步分类型区研究制定欠发达地
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
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
振兴发展的配套政策文件，细化
支持各类型区发展的政策举措，
共同形成新时代支持特殊类型地
区振兴的政策体系。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支
持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保障措施
和政策支撑体系，有利于形成推进
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强大合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不断
健全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支持欠
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
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
城市更好解决自身困难，更好发挥
支撑功能，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
力，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开拓振兴
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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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0岁的赵忠是达州渠
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会长。自27岁
第一次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赵忠
便与公益结下了缘分。在此后的
岁月里，他始终将公益当作事业，
在助人为乐的爱心路上持续奔
走，以满腔热情帮扶贫困学生、孤
寡老人，以真情关怀温暖留守儿
童，以赤诚为民的爱心奔赴救灾
一线送物资……

2016年，赵忠汇聚社会爱心
力量，注册成立了渠县爱心志愿
者协会。“做公益不仅是事业，更
是人生梦想。为需要帮助的人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是我始终不变的
初心。”赵忠说，20余年坚持做公

益，自己也收获了感动和正能量。
2019 年，赵忠获得四川好

人、四川省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
号。今年9月，赵忠名列“中国好
人榜”。

浪尖上的逆行

“当下河南灾情形势严峻，我
们渠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自愿前往
河南支援，请批准……”7月23日
上午12点，当得知河南因遭遇极
端强降雨导致群众受困的消息
后，赵忠主动请缨奔赴救灾一线，
参与救援。

赵忠迅速集结了4辆车、20

名协会会员，携带橡皮艇、潜水装
备、浮力马甲等装备，于7月24日
凌晨抵达河南新乡，并立即投入
救援工作。

7月 25日，新乡市卫辉市水
位不断上涨。赵忠毫不畏惧，没有
半点犹豫地跳入齐腰深的水中，
带领志愿者用砖块、沙袋围堵洪
水。在救助转运受困人员的过程
中，由于地势原因，赵忠和会员常
会遇到路面一段有积水、一段无
积水的情况。从积水路段到无积
水路段时，赵忠和会员们只能扛
起救援艇前进。耗时耗力的救援
转运任务他们干了一次又一次，
泥巴裹满了赵忠的双腿，汗水也

浸湿了他的衣服，他却丝毫不在
意，依然坚持救援。

7月25日晚上8点，赵忠和会
员们结束救援工作，共出艇200
余次，转移受困群众2000余人。
在准备返回四川时，当地居民给
赵忠和会员送来了鸡蛋表示
感谢。

作为一名热衷公益的志愿者，
哪里需要帮助，赵忠就出现在哪
里。2020年8月，在乐山犍为县抗

洪救灾现场，赵忠带领8名会员防
汛抢险、救灾救援，转移受困群众
300余人。今年7月初，受渠江上游
巴河流域大暴雨、特大暴雨的影
响，渠江干流渠县段发生超保证水
位洪水。7月11日，渠县水势更是
迅速攀升。赵忠得知情况后第一时
间组织会员带着皮划艇疏散解救
被困群众……一次次在“浪尖上逆
行”，赵忠用执着和坚守诠释着“爱
的奉献”。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