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赵
阳 程云杰 黎昌政 侯文坤）立夏二候

“蚯蚓出”，冬至一候“蚯蚓结”。在中国

农民世代传承的七十二物候歌中，蚯蚓

是人们知农时、忙农事的信使。

今年，小小蚯蚓被写入中央一号文

件。电捕蚯蚓，作为土壤破坏行为，将

被严厉打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孔祥斌认为，小

蚯蚓从民间物候歌走进官方文件传递

了一个重要信号。

“土壤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土壤是

一个生态共同体。作为共同体中的重

要一环，蚯蚓数量增加是保障粮食安

全、实现健康饮食的关键一步。”孔祥斌

说，“严打电捕蚯蚓行为表明国家更加

重视耕地的生物特性以及土壤在微观

层面的优化。”

记者在调研时发现，随着山水林田湖

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农业科技

人员与农业生产者越来越注重从生态系

统视角加强对耕地的保护。他们认为，耕

地保护不只是要守住数量底线，还要提高

耕地质量，确保农田生态系统稳定，通过

增强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将农田

变良田，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

小蚯蚓背后的大布局

蚯蚓虽小，却被称为“生态系统工

程师”，是土壤生态系统中最大的动物

区系。土壤蚯蚓也是中国土壤普查的

一个重要生物指标。

去年7月，农业农村部会同多个部

门联合部署各地核实整治在农田、森

林、湿地、草原及自然保护地等区域电

捕野生蚯蚓以及非法收购、加工野生蚯

蚓的问题。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孝轩曾

就打击电捕滥杀蚯蚓行为、保障国家耕

地和粮食安全提出建议。据他测算，一

些电商收到的电蚯蚓机拼单量高达

100万台，一年内可捕杀75亿只蚯蚓，

相当于造成约375万亩土地失去降解

污染物的能力。

“蚯蚓在提高土壤肥力、促进有机

质降解及营养矿化循环、改善微生物群

落等方面有重要生态作用。”孔祥斌说，

一旦耕地中失去了蚯蚓，不仅会带来土

壤板结化等问题，还会导致农田生态系

统失衡。

然而，由于蚯蚓可用于制药、饲料、

鱼饵及液态肥料等领域，且人工养殖成

本较高，近年来一些不法商家采用电击

的方式对蚯蚓进行大量捕杀。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

杨朝霞认为，重视加强土壤生物保护说

明中国不仅强调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还要确保耕地的生态健康，做到量质齐

抓。“如果蚯蚓都被电捕完了，就算18亿

亩耕地都还在，由于生态系统被破坏，耕

地的生产力将受到重大影响。”他说。

小秸秆蕴含的大保护

芒种刚过，玉米进入关键成长期。

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新巨强农机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新凯对今年的收

成满怀信心。

“以前能明显看到土壤变黄，经过

风吹水蚀出现退化，种出来的庄稼质量

也下降了。”赵新凯回忆说，采用秸秆覆

盖耕作方式后，经过两到三年，土地肥

力就体现出来了。

每到秋收，新巨强合作社的农户们

都会利用专业机具把秸秆覆盖在作物

间隙，等到第二年春天无需翻地起垄，

可直接在铺满秸秆的地里播种玉米。

据介绍，与传统耕作方式相比，采用这

种保护性耕作的土地每亩减少化肥使

用约7公斤，产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

可能更高。

东北地区肥沃的黑土地被称作“耕

地中的大熊猫”。黑土区产出的粮食约

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4，是中国粮食

安全的“压舱石”。

去年8月正式实施的黑土地保护

法提出“用养结合”等原则，提倡因地制

宜推广免耕、少耕、深松等保护性耕作

技术，用秸秆覆盖、粉碎深埋或翻埋、过

腹转化等还田方式来提高黑土地质量。

按照《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

计划（2020—2025年）》，到2025年，东

北地区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达到1.4亿

亩，占东北地区适宜区域耕地总面积的

70％左右。

预计到今年年底，东北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实施面积将增加到9000万亩以上。

小生态链孕育的大前景

今年初，农业农村部提出推进绿色

种养循环试点、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发

展生态低碳农业、打造一批国家级生态

农场等措施，作为今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点工作。

在湖北省钟祥市柴湖镇绿邦种植

专业合作社一处基地里，绿油油的娃娃

菜苗成排成行。

合作社负责人李鹏兄弟俩多年来

不断探索有机种植的路径，逐步形成了

玉米养牛、牛粪养蚯蚓、蚯蚓分解物制

造有机肥滋养土壤、以销售剩余的菜叶

养殖白鹅的有机生态循环。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为了

增加土地肥力，位于北京密云的绿火生

态农场将有机种植生态链进一步扩

大。农场与周边乳制品厂合作，将过期

的牛奶等乳制品进行发酵，生成富含植

物蛋白的土壤有机肥还田，并从附近的

养牛场收集牛粪发酵生成的沼渣用于

培养土壤。同时，农场将自己种植的有

机蔬果的秸秆粉碎发酵生成肥料，将农

场产出的废弃物“变废为宝”促进有机

种植。农场负责人侯彬彬介绍说，由于

人们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有机蔬果

销售火爆。

去年，农场在北京开设的销售门店

从2017年的4家增加到6家，销售额增

长了近6倍，目标客户也日趋多元，从

以备孕女性和年轻妈妈为主拓展到老

年人、年轻人群体。

在孔祥斌看来，随着人们对生活品

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偏好也

向健康饮食转化，而健康的饮食需要健

康的食物和健康的土地。

以健康土壤为核心构筑的有机生

态种植链在满足人们食品需求的同时，

也为农业生态系统保护提供了一种高

效的解决方案。

“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人扮演的

角色应该是协调而不是控制。养好土、

做好生产管理，最终的产品一定是更可

持续、更高产以及更健康的。”北京顺义

分享收获生态农场负责人石嫣对农田

变良田深有体会。

“生态有机农业的价值不仅在于单

位面积的生物量产出更高，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产量不以土壤肥力为代价，是真

正可以持续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久的

生产方式。”石嫣说。

在石家庄藁城区河北炫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雾培生菜联栋温室大棚，工作

人员在收获生菜。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求解农田变良田的生态答卷
——中国生态文明实践观察

这是 6 月 6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拍摄的发布会现

场。在第二届联合国人居大会召开期间，联合国人类

住区规划署（人居署）于6日在内罗毕发布了同济大

学团队完成的研究报告——《净零碳目标下的舟山市

定海区乡村振兴实践》，推介乡村振兴与碳中和领域

的中国经验。 新华社记者 韩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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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12时10分，力箭一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

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采取“一箭26星”

方式，将搭载的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发（王衡 摄）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于文静）截至6月7日17

时，全国已收冬小麦达1.64亿亩、进度53.8％，其中安徽进

度过九成，河南过八成，江苏过三成，山东、陕西进入收获

高峰，河北麦收开镰。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进入6月份以来，河南、安

徽、江苏、陕西等地紧抓降雨间隙和晴好天气，组织收获机

械和农机手昼夜不歇、连续奋战，加快抢收成熟小麦，全国

日均收获面积1500万亩以上，掀起“三夏”麦收高潮。

据中国气象局预报，未来十天麦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

为主，利于抢收抢晒。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持续做好农机调

度，抓住有利天气加快收获进度，确保适收快收、应收尽

收，因地制宜做好已收小麦烘干晾晒和通风储存工作。同

时，紧抓农时及有利墒情，高效推进收种衔接，确保成熟一

块、收获一块、播种一块，将秋粮播在丰产期。要组织开展

巡回技术指导，紧抓机具状态良好、机手操作规范两个关

键，努力提高机收作业质量减损失、提升机播作业质量促

单产。

全国“三夏”麦收进度过半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

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明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对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出明确

要求，对于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全

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各项战略部署，扎实推进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

有重大指导意义。

强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

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

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指出“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

发展繁荣为条件”，明确“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发 展 道 路 ，增 强 文 化 自

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

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

工作的重要位置，推动我国文化建设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

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

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的趋势，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

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

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

富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持学

以致用，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就要坚

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

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

心和自豪感。”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

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

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

最有理由自信的。站立在960多万平方

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

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4亿多中

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坚持走自

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

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

定力。新征程上，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立足

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

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

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

主，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不断增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就要秉

持开放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

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

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

命力。”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创

造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也铸就

了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既是

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

世界的。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

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

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

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新征程上，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

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就要坚持

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

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种文明都

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

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

征程上，要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

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继

续推进“两个结合”，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

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

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

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奋进新征程，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定文

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以文弘业、以文培

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激扬自信自强的

精神力量，展现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我

们一定能够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用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铸就中

华文化新辉煌，在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邹多
为）面对外需走弱带来的挑战，我国外贸

韧性持续显现。海关总署7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 口 总 值 16.7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7％。其中5月单月进出口3.45万亿

元，增长0.5％，月度进出口连续4个月保

持正增长。

具体来看，前5个月，出口9.62万亿

元，同比增长8.1％；进口7.15万亿元，增

长0.5％；5月当月，出口1.95万亿元，下

降0.8％；进口1.5万亿元，增长2.3％。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

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

好态势，为外贸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

撑。此外，陆续出台的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系列政策措施，帮助外贸经营主体积极应

对外需走弱带来的挑战，有效捕捉市场机

遇，推动我国外贸持续保持正增长。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作为我国对

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进出口比重提升。前

5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1万亿元，

同比增长 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65.6％，比去年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

从外贸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

我国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位置。前5个

月，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43.9

万家，同比增加8.8％，合计进出口8.86

万亿元，增长13.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2.8％，比去年同期提升3.9个百分点。

从贸易伙伴看，随着区域经济交往

不断互联互通，我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成员进出口稳

定增长。前5个月，RCEP占我国外贸比

重超过30％。其中，东盟继续为我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2.59万亿元，同比

增长9.9％。欧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

伴，进出口2.28万亿元，增长3.6％。美

国和日本分别为第三和第四大贸易伙

伴，同比分别下降5.5％和下降3.5％。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计进出口 5.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其中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增

长44％。

此外，受“新三样”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拉动，前5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同比

增长9.5％，占出口总值的57.9％，出口劳

动密集型产品1.65万亿元，增长5.4％。

我国外贸连续4个月保持正增长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

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为 31765 亿美元，较 4 月末下降 283 亿美元，降幅为

0.88％。

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5月，美元指数上升，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

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运

行持续回升向好，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继续保持基本稳

定。”该负责人表示。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31765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