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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全省春耕水稻机耕面积将超 1200 万

亩，各种机械装备 45万台（套）投入春耕生产，植保/直播无人机超 1500台。

在广东台山汶村镇茭一村，工作人员启动农业无人机升空（3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近日，贵州省遵义市各地农民紧抓农时开展春耕生产，田间地头一派

忙碌景象。

图为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民同村，村民在田间劳作（3月 13日摄）。

新华社发（穆明飞 摄）

眼下正值春耕备播时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举行大型农业机械展

示展销活动，来自国内 81 家企业、377 台农业机械参展，吸引众多农户前来

选购农机，为春耕生产做好准备。

客商在临夏州举行的现代农业机械展示展销活动上选购拖拉机（3月

12日摄）。 新华社发（史有东 摄）

3 月 12 日，在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的万亩农场展开了一场“智

慧春耕”，无人旋耕机、无人植保车等相继登场，展示现代“无人农业”的魅

力。26个人就可以种 1万亩田。

这是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的农业生产数字化管理系统，这里

是智慧春耕的“大脑”（3月 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3 月 16 日，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杨林街镇杨林街村，村民抢抓农时铺

设机插秧盘，为今年春耕春种做准备。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暖气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谢杏花新。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冬小麦返青、

果树抽芽，各地农村一片生机盎然，春耕备耕有序进行。施肥、浇灌、剪枝、

点花……追着春光赶农时的农民正在用辛勤的劳动，绘制一幅春耕图。

人勤春早

青海金银滩，国营 221 厂，中国原子

城。

这里是强国之梦开始的地方，这里

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半 个 多 世 纪 前 ，无 数 顶 尖 科 研 专

家、技术人员、干部职工、部队指战员，

在这里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开启了我

国核武器研制的传奇之路。

昔日守卫森严的军事禁地，早已揭

开神秘的面纱，成为青海的旅游胜地。

但使命与光荣从未远去，“热爱祖国、无

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

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隐姓埋名 共赴神秘禁区

具有象征意义的“596”之路旁，一位

短发的年轻妻子正要将信投入邮箱，她

神情专注，饱含深情。

离她不远处，一个男人倚墙专心读

着一封信……

在原子城纪念园里的这座雕塑，生

动再现了那个火热年代中，一个真实而

感人的故事。

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分别接受任

务各自奔赴“那遥远的地方”。从此鸿

雁传书、互诉衷肠。

原以为各自天涯。在原子弹爆炸

成功的庆功会上，他们惊喜地发现了对

方：原来两人工作的地方，只不过隔了

一堵墙。

原 来 ，他 们 寄 出 的 信 件 会 发 到 北

京，再寄回来……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究竟是谁，难

以说清，因为类似的事情当时很多。”面

对记者的疑问，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接待

中心主任王致玲这样回答。

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

银滩草原，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

地——国营 221厂旧址。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

诞生于此，故这里被誉为中国原子城。

1958 年，面对西方核垄断、核讹诈

的威胁，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建立中国第

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国营 221

厂”“青海矿区”。

广大科技工作者闻令而动，告别亲

人，奔赴高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草原

大会战。

世界知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1961

年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归国。为

参加核武器研究，他改名王京。

从此，他隐姓埋名 17年。

“王淦昌到哪去了？”每当有人这样

问 时 ，他 的 妻 子 总 是 说“ 到 邮 箱 里 去

了”，因为她也只知道王淦昌的通信地

址和信箱代号。

……

为了国家之荣光！这是参加核试

验科学家的共同心声，他们不畏强权、

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团结拼搏，守护了

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宁。

以身许国 共圆强国梦

空旷的原野上，两排钢筋混凝土立

柱，矗立在长满锈迹的铁轨旁，斑驳而

沧桑，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辉煌。

这里，被称为“上星站”，是 221 厂最

核心的厂区之一。

“可以说，这里是我国强国之梦开

始的地方。”“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

学院专职教师马晓燕说。

当年，这个草原深处的小小站台，

先后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

以及多种型号的核产品，运往核试验场

和它所装配的部队。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罗布泊上

空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成功。它向世界庄严宣告：站起来的中

华民族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1967 年 6 月，由 221 厂承担研制的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221 厂 的 建 设 者 们“ 三 顶 帐 篷 ”起

家，先生产后生活，合力攻坚，艰苦创

业，用智慧和生命圆了中国人民的核武

器之梦，换来了共和国的尊严和强大，

也换来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耸立在西海镇的“中国第一个核武

器研制基地”纪念碑，铭记着他们的丰

功伟绩。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

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1968 年 12 月，他从导弹试验基地返

京途中遭遇空难。危急时刻，他与警卫员

牟方东紧紧拥抱，保护着夹在胸前装有绝

密数据资料的公文包，遇难时年仅59岁。

86 岁的刘兆民老人，是原 221 厂的

退休职工。

他早年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原子弹

研究。1963 年初他来到金银滩，在二分

厂研制炸药，直到退役。

“那时条件非常艰苦，住过帐篷、干

打垒。但是能参与国家的尖端科研工

作，我非常自豪。”

没有当年原子弹、氢弹的成功，就

没有今天强大的中国。回首那些火热

的岁月，86 岁的老人无怨无悔，激情满

怀，“如果现在需要，我还能干。”

以身许国！无数科技工作者抱着

振兴中华的理想，发扬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

在这片神秘禁区，奉献与坚守了一生。

化剑为犁,为了和平与安宁

遵循和平时期“化剑为犁”的思想，

1987 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文撤

销 221厂。

1995 年 5 月 16 日，新华社向全世界

播发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

完成历史使命全面退役”的消息。

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退役的核

工业研制基地。曾经的神秘禁区，成为

海北州州府新址——西海镇，逐渐向世

人开放。

在地图上一度消失的金银滩，伴随

着西部歌王王洛宾那首脍炙人口的情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迎来了四海宾客。

金银滩草原重归宁静，牛羊遍地，

牧歌悠扬。金银滩草原的牧民们迎来

了富裕祥和的新生活。

如今，行走在西海镇，不时会邂逅

当年 221 厂的遗迹，随处可见的雕塑、纪

念碑、纪念馆、纪念园，当年的图书馆、

电影院、将军楼。

遍布草原的厂房、车间静静矗立，

当年的标语仍清晰可见。

丰碑无言。代表“圆梦”的纪念碑

圆球下方，棕红色的盾牌上，镌刻着 9 颗

圆钉和展翅飞翔的和平鸽。

它 让 世 人 铭 记 ：中 国 人 研 制 原 子

弹，并非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逐梦新征程，“两弹一星”
精神永放光芒

从事水利工作的楚殿珺师傅站在

“上星站”铁轨旁，望着苍茫的草原，久

久伫立。

8 年来，只要有空，他都会来这里看

看。这次，他带着两个年轻同事来，让

他们也感受老一辈创业的艰辛。

“这是中国人民挺起脊梁的地方，

虽然那段时光已成为历史，但是不能忘

了老一辈的艰辛付出，要继承和发扬他

们艰苦创业、为国争光的精神。”

总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前行。

“这里铸就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

神。挖掘好、传承好这些精神财富，是

我们的使命。”“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

育学院副院长周广静说。

此前，周广静在原子城纪念馆工作了

17年。纪念馆建馆18年来，已经有300万

听众聆听了“两弹一星”精神的宣讲。

目前，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为主线，以原 221 厂旧址为载体，学院已

开发出原子城纪念碑、一分厂、二分厂、

上星站等十多处现场教学点。

“政治上得锤炼，思想上受洗礼，精

神上得激励，使命上得强化。”“两弹一

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海

旺说，2020 年，学院培训各类参训人员

3000余人次。

“之前并不太了解原子城的历史，

深入学习才体会到辉煌背后的付出与

艰辛。每次看资料，都心潮澎湃。”

来自云南的“95 后”女孩孙晓晓，去

年通过考试来到“两弹一星”理想信念

教育学院，成为一名专职教师。

她说，每个分厂，都有牺牲，都有奉

献。“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始

终冲在危险的最前沿，是因为他们对党

和人民事业的无限热爱。”

二分厂发生过爆炸事故，4 位年轻

的技术工人当场牺牲。由于事故太惨

烈，只能把他们的骨灰平均分成四份寄

回家中。后来，一个年轻逝者的父亲又

将儿子的那份骨灰送回了基地。

“他说，儿子是为国捐躯，他要让儿

子的英魂陪伴自己未竟的事业……”

讲着讲着，孙晓晓热泪盈眶。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是崇尚

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

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

的天下。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向英雄学

习，景仰英雄，让他们的精神照亮我们

逐梦的征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

孙晓晓激动的声音里，满是坚定。

（新华社西宁3月16日电）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中华民族挺起脊梁
—原子城传奇
新华社记者 吕雪莉 刘江

这是 2020年 7月 30日拍摄的金银滩草原（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新华社北京3月 16日电 由新华社著名记

者穆青生前撰写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经新

华出版社修订再版，近日面向全国发行。

穆青同志是我国新闻战线的一面旗帜。数

十年来，他恪守“勿忘人民”的信念，采写了大量

脍炙人口的优秀新闻作品。该书讲述了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禄，“铁人”王进喜，至死不忘周总

理嘱托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红旗渠的除险英

雄任羊成等十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他们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中华民族的脊梁。

1996 年该书经新华出版社出版后深受读

者好评，此次再版发行，增加了穆青同志写作

手稿以及十名共产党员的部分照片。

该书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推出，对于大力

弘扬优秀共产党员高尚精神与品格具有积极

意义。

2021 年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的主

题是“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强化消费者权

益保护，营造安全便利的消费环境，让消费

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才能进而激发消

费潜力，促进消费增长。

消费安全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也是消费

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和保障。伴随着消

费升级加速，以及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

消费安全暴露出新风险。从网络直播卖假货，

到长租公寓爆雷，再到在线教育机构倒闭跑

路……一些领域的消费安全问题反映集中，扰

乱了正常市场秩序，挫伤了群众的消费信心。

筑牢消费安全防线，消费增长才有坚实

基础。消费安全无小事，监管责任重如山。

治理消费安全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

围绕预付式消费、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消费

维权等诉求急迫的难点，切实抓住共享式消

费、在线教育培训、长租公寓、直播带货等热

点，做好消费维权舆情监测分析，建立健全

高效便捷的投诉举报处理和反馈机制，不断

推进消费规则完善，构建规范的消费环境。与此同时，广大消

费者也需加强对消费安全知识的学习，提升消费安全意识和防

范能力，积极推动消费安全协同共治。

消费安全保护永远在路上，天天都是“3·15”。当消费在安

全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增长，就能为更高水平经济循环提供强劲

动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据新华社郑州3月1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

学会与中国科技馆 11日分别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做好全

民科学普及，携手推动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

根据框架协议，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科技馆

将围绕双方事业发展和业务工作重点领域，面

向公众宣传普及古今科技文化成就；举办科普

讲座、青少年夏令营、少儿研学、主题科学教育

活动进校园/社区等科普活动，培育公众的科学

精神与科学素养；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提升学

术研究水平，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文献资

源共享与合作出版，营造全民阅读、崇尚科学

的社会氛围；推进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提升公

共服务效能；增进信息技术合作与交流，联合

推动数字图书馆、手机图书馆与中国数字科技

馆的相互嵌入，探索应用 AR、VR 及人工智能

等技术，共同打造科普资源服务平台等。

按照框架协议，“十四五”期间巡展活动将

覆盖不少于 200家县级公共图书馆。2021年，将

在 17个省区市 40家县级公共图书馆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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