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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浪潮气象万千，数字经济

发展生机勃勃。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

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在这

一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网信事业取得

积极进展和瞩目成就。

积极构建安全清朗
的精神家园

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

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

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高

瞻远瞩的话语，为推动我国网络安全体

系的建立，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指明

了方向。

深刻把握信息化发展大势，积极应

对网络安全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以总体国家安全

观为指导，不断完善网络安全工作顶层

设计和总体布局。

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

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护条例》《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等网

络安全法律法规战略，印发《关于加强网

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关

于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

意见》等政策文件，不断夯实国家网络安

全工作根基；

自 2014 年以来，十部门共同连续举

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有效提升全民网

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

我国网络安全创新发展取得积极成

效，2020 年网络安全产业规模超过 1700

亿元，较 2015 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超

过 15%。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

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

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坚 持“ 正 能 量 是 总 要 求 、管 得 住

是 硬 道 理 、用 得 好 是 真 本 事 ”，有 关 部

门 密 切 配 合 、协 同 发 力 ，网 上 正 能 量

更 强 劲 、主 旋 律 更 高 昂 ，网 络 空 间 日

益清朗。

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重点整

治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 PUSH 弹窗新

闻信息突出问题、整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

行乱象等 8 方面内容，在全网开展“大扫

除”，有效遏制网络乱象滋生蔓延；加强网

上网下文化市场监管，“护苗 2021”专项行

动中，仅 7至 8月，全国累计查缴少儿类非

法出版物 52.3 万件，查删网络有害信息

12.6 万余条；《“抵制网络谣言 共建网络

文明”倡议书》发布，倡导全社会共管共治

网络谣言，共建共享网络文明。

信息化发展适应
人民新期待

线上办公、视频会议、网络直播、云

游博物馆……当前，信息技术发展日益

蓬勃，“数字红利”加快释放，互联网深度

融入百姓生活。

“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

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

总书记为信息化发展指明方向。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

交往和日常生活新趋势，促进公共服务

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构筑全民畅享的

数字生活。

适应人民新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等战略规划出台，相关

部门紧抓落实，信息化建设工作取得重

要进展。

信 息 基 础 建 设 规 模 全 球 领 先——

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光纤网络、4G 和

5G 独 立 组 网 网 络 ；截 至 2021 年 6 月 ，

我国网民规模为 10.11 亿，互联网普及

率 达 71.6% ，庞 大 的 网 民 规 模 为 推 动

我 国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强 大 内 生

动力。

信 息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持 续 提 升——

基 础 性 、通 用 性 技 术 研 发 取 得 重 要 进

展，5G、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量子计

算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

进，带动经济发展加速迈向数字经济新

阶段。2020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达到 7.8%，数字经济质量

效益明显提升；大数据产业规模达 718.7

亿元，同比增长 16.0%，增幅领跑全球大

数据市场。

信 息 技 术 助 力 弥 合 数 字 鸿 沟——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

率达到 100%，远程医疗协作网覆盖 2.4

万余家医疗机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

水平及特殊群体的无障碍普及不断推

进，健康码适老化相关功能已覆盖全国

至少 3000 万老年群体。

一串串亮眼数字的背后，亿万人民

在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下拥有了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动全球互联网
发 展 治 理 迈 向 更 高
水平

当信息化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经济格

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各国在全球互

联网治理体系中休戚与共。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国际网络

空 间 治 理 应 该 坚 持 多 边 参 与 、多 方 参

与，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

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种

主体作用。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我 国 不 断 深 化

网 络 空 间 国 际 交 流 合 作 ，积 极 参 与 互

联 网 国 际 技 术 标 准 制 定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网 络 空 间 国 际 治 理 体 系 建

设 ，共 同 推 动 全 球 互 联 网 发 展 治 理 迈

向更高水平。

从《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的发

布，到 G20 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

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签署，再到发起

“中非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

议”……中国不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

作，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

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自 2014 年 起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已

连 续 7 年 成 功 举 办 ，关 于 全 球 互 联 网

发 展 治 理 的“ 四 项 原 则 ”“ 五 点 主 张 ”

“ 四 个 共 同 ”等 中 国 智 慧 ，得 到 国 际 社

会 特 别 是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广 泛 认

同 ，网 络 空 间 命 运 共 同 体 等 重 要 理 念

深入人心。

金秋九月，水乡乌镇再次汇聚世界

目光。以“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

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即将

在这里举行。

这场全球互联网界的盛事，将继续

引领全球互联网领域的合作发展；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将再次为世界发展注入

更多新活力。

（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 记者王

思北、余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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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23日在京以视频方式同文莱立法会议长拉赫曼会谈（据新华社）

这是丰收的季节。人们再次在稻

花香里说丰年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为

每一年的岁稔年丰付出了一生的努力。

他们将仓廪实、稻禾香的梦想写

在大地上；他们在摆脱贫困、奔向富裕

的“长征路”上走了一辈子；他们在热

爱 的 土 地 上 ，洒 下 了 汗 水 、刻 下 了 足

迹、奉献了一生……

他们是袁隆平、申纪兰、黄文秀等

“共和国勋章”和功勋荣誉获得者，是

为丰衣足食、人民小康不断奋斗的代

言人。

一稻济天下，满眼稻金黄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遭遇粮食和副

食品短缺危机。“没有粮食吃，什么事干

不出来，所以我决定从事水稻的研究。”

自有这个想法开始，水稻就伴随了“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一生。

从萌发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到

发表论文首次向世界宣告“水稻的雄

性不育在自然界中是存在的”；从 3000

多个杂交组合试验不尽人意，到成功

实现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

这一路艰难求索，袁隆平走得并

不顺畅——质疑、失败、挫折，如家常

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

尽管如此，他仍数十年如一日下

田仔细照看他的“宝贝”，遇上雨天更

要赤膊抢救。一次次苦心经营、历经

失败，终于取得突破。

2019 年 10 月 22 日，第三代杂交水

稻在湖南首次公开测产后组织观摩、

评议，这被他看作突破亩产 1200 公斤

“天花板”的关键。

虽然测产结果是亩产 1046.3公斤，

但他信心满满——“第三代杂交水稻的

潜力很大，优势很强，如果配合好一点

的栽培技术，1200公斤完全没问题！”

他也感到时不我待：“今后我更没

有时间变老了！”

尽管当时已年近九旬，袁隆平起

床 后 的 第 一 件 事 ，常 常 不 是 洗 脸 、刷

牙、吃早饭，而是下田。2019 年 9 月 17

日，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当

天，他还在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

况。一年多后，即使已到病危之际，他

仍关心着稻子长势。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

“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

洋的海鸥。”正值收获的季节，满眼稻金

黄，这位用毕生努力发展杂交水稻的追

梦人，用一颗稻种，填满了天下粮仓。

离不开劳动，离不开群众

寒来暑往，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

村，曾有一位老人常年将自己地里的

玉米侍弄得高大壮实。一挥一锄，她

干得细致、卖力，直到 90 岁高龄。

她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

她“种地和做人一样，人哄地皮，地皮哄

肚皮”的名言在村里人尽皆知。她一生

热爱劳动，也积极为劳动者谋利益。

“山是石头山，沟是石头沟，无土

光石头，谁干也发愁。”20 世纪 50 年代

的西沟村十年九旱，秃岭荒山。“留不

住山上的树，就守不住沟里的地。”年

轻的申纪兰在西沟四周的山山岭岭上

摸爬滚打、艰难种树。

凭着“能活一棵，就不愁一坡”的

坚韧，几十年来，申纪兰和几代西沟人

在四周荒山上栽了阴坡栽阳坡，不仅

让荒山披上了绿装，桃树、杏树、连翘、

沙棘生机勃勃，还要让农民有奔头、能

致富。这位从土地上干出来的劳模又

马不停蹄带领村民们学习办企业，构

建村里的经济支柱。

几十年来，申纪兰从不惧怕挑战

和变化，始终紧跟时代，希望将热爱的

土地变成更好的样子。这位第一届至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

一直聚焦农村、农民——从“村村都要

通 水 泥 路 ”到“ 修 建 公 路 不 能 侵 占 耕

地”，从“搞好山区水利建设”到“老区

如何致富”，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到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我是农民代表，只有生活在农民

中间，才能更了解农民疾苦。”一份份来

自农村大地、不断被采纳兑现的议案、

建议，写满了为民情怀与农民本色。

铭刻的足迹，心中的长征

9 月的广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

田里的稻谷已经成熟，处处是村民们

忙碌的身影。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

黄文秀生前战斗过的地方。2018 年 3

月，不满 30 岁的黄文秀主动请缨来到

这个深度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初到村里，困难比她想象中要大：

全村 472 户中有 195 户贫困户，11 个自

然屯很分散，好几个屯距村部都在 10公

里以上。望着眼前这张大学生模样的

年轻面孔，一些村民并不愿意多聊……

但这些都没有阻挡黄文秀开始自

己“心中的长征”。她迅速调整工作方

法，走访贫困户家不再直接问东问西，

而是主动帮他们扫院子、种油茶、摘砂

糖橘，一边干活一边聊家常。

驻村两个月，她走遍全村 195 户贫

困户，并绘制了百坭村“民情地图”，标

注上贫困户家庭信息。

白天挨家挨户走访，晚上研究脱

贫对策，制定工作方案推进……2019

年 3 月 26 日，黄文秀驻村满一年，汽车

行驶里程约 2.5 万公里，当天她发了一

条微信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

“我的方言进步了，可以和贫困户用

桂柳话交流了”“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

很快乐”……在扶贫日记里，这位年轻赤

诚的姑娘用心记录下工作的点点滴滴。

驻村期间，她带着村民们发展壮大

砂糖橘、油茶等特色产业。而今，脱贫后

的百坭村乡村面貌日新月异，水泥路通

达各个屯，许多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在

百布屯，澳洲龙虾养殖基地养了上万尾

虾苗，附近的20多亩百香果已经挂果。

今年 6 月 29 日，黄文秀成为 29 名

“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文秀只是 1800 多位牺牲在脱贫攻坚

战场的英雄中的一个。”姐姐黄爱娟抚

摸着沉甸甸的勋章说，“在祖国最需要

的时候，他们贡献了光和热。”

作为从大山里走出的贫困学子，

信 念 的 种 子 很 早 就 在 黄 文 秀 心 里 种

下。就读大学时，她在入党申请书里

写道：“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

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

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作出

贡献。”

今天，在百坭村，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返乡投身到乡村振兴中。虽然黄文

秀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但

她用踏实足迹谱写的青春之歌，将被

铭刻于心、永留山乡。

（新华社北京 9月 22 日电 记者

黄垚、周勉、许雄、徐海涛）

他们的名字，回荡在金色的田野上

本报讯 记者吴敏、通讯员盛飞报

道：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与武警部队

共同举办的文化建设大项任务部署会

暨军地共建共享拓展试点推进会，在武

警甘肃总队嘉峪关支队召开。武警部

队相关业务部门与国家图书馆等单位

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文化建设

创新发展。

据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

近年来，武警部队与国家文旅系统在图

书馆建设、文化人才培育、数字文化进军

营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嘉峪关支队文

化示范先行建设着眼革命化、战斗化、数

字化、规范化理念，建成了政治文化环境

育人空间、战斗精神培育空间、智慧阅读

空间、智慧体育健身空间、智慧学习教育

空间 5 类新型文化空间。

据了解，目前武警部队已与百余家

全国知名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等文化

场馆签约，官兵可通过数字接口远程享

受文化大餐。

据悉，自 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与武

警部队推广军地共建共享试点成果以

来，军地各级密切协作，取得了丰硕成

果。武警部队与各方共签订 42 份合作

协议，建成 1700 个学习教育场馆、857 个

教育实践基地、944 个文化活动场馆。

武警部队联合地方有关单位打造特色强军文化

本报讯 何家玲、记者安普忠报道：

9 月中旬，首届军工记忆文化论坛及展

览活动在京举行。此次论坛以“传承军

工文化 弘扬军工精神”为主题，旨在强

化提升军工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鼓励

引导创作更多的优秀军工主题文艺精

品，助力军工文化发展。

为促进国防科技与文化艺术跨界

合作，推动构建与国防科技硬实力相匹

配的文化软实力，搭建业务交流、资源

共享、联合创作、品牌塑造的平台机制，

促进国防科技工业影视文化发展，国防

科工局新闻宣传中心与有关单位联合

牵头成立国防科技工业影视文化创新

发展联盟。

军工记忆文化展览与论坛同期举

办。展览分为四大区域，以“凝魂聚力，

开 拓 创 新 ”为 设 计 初 衷 ，采 用 胶 片 、齿

轮、时钟等艺术化的场景元素。展览集

中展示人民军工创建 90 周年的峥嵘历

程和辉煌成就，展现了军工人的感人事

迹、光辉形象和精神风貌，传递了新时

代传承军工精神、共筑历史伟业的理念

与信心。

首届军工记忆文化论坛及展览活动在京举行

共和国功勋人物

9 月 23 日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

致敬辛勤的节日，放眼中华大地，处处是动人

色彩——金黄的稻田，碧绿的菜地，多彩的果

园，蔚蓝的海滨，洁白的羊群……赤橙黄绿青

蓝紫，到处涌动着喜悦与希望。

上图：9 月 23 日，在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

官岭镇，农民在晾晒稻谷。

右图：9 月 23 日，西藏那曲市尼玛县文部

乡文部南村村民开镰收割。 新华社发

多彩“丰收节”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正军职离休干

部、原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王峰同

志 ，因 病 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 在 北 京 逝

世，享年 89 岁。

王 峰 同 志 系 黑 龙 江 齐 齐 哈 尔 人 ，

1947 年 7 月入伍，1948 年 4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文印员、文印组长、干事、

助理员、副处长、处长，师政治部副主任、

主任、政治委员，空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

等职。

王 峰同志逝世
本 报 讯 河 南 省 军 区 离 休 老 红

军 、原 第 二 工 程 兵 学 校 校 务 部 副 部 长

贺 军 泰 同 志（按 正 师 职 待 遇），因 病 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 在 洛 阳 逝 世 ，享 年

101 岁。

贺军泰同志系陕西清涧人，1935 年

9 月入伍，1939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战士、司号员、政治指导员、大队长、

科长、处长，洛阳工程兵学校校务部副部

长等职。

贺军泰同志逝世
本报讯 山东省军区离休老红军、

原济南军区空军“五七”干校副校长于午

中同志（按正师职待遇），因病于 2021 年

2 月 12 日在济南逝世，享年 100 岁。

于午中同志系陕西西安人，1936 年

12 月 入 伍 ，1939 年 5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历任学员、宣传队长、政治指导员、

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

员，师政治部副主任，空军后勤学校政治

部主任等职。

于午中同志逝世

（上接第一版）

不单是舰长，每名长春舰官兵离舰

时都会上演这样一幕——泪水洒在甲板

上，心也留在了战舰上。

四级军士长张宝臣，参军前在北方

老家见到最大的“水”，就是有一年夏季

暴雨后，县城涌进齐腰深的积水。

他 从 来 没 想 到 路 有 多 长 、海 有 多

广。他更没想到，自己穿上军装成为一

名海军战士，能够远航大洋，成为全村人

羡慕的对象。

长春舰舱室通道里，挂着一幅很大的

世界地图。地图上，战舰的航迹被绘成不

同颜色的线条，五颜六色的曲线串起大洲

大洋，起点和终点却是同一座军港。

“还有什么能像我们的战舰这样，

把我们和祖国如此紧密相连！”站在地

图前，张宝臣一脸自豪。这名从大山走

出来的战士说，要是没有强大的祖国、

先进的长春舰，就不会有这一道道闪亮

的航迹。

一代军人的幸运，也是一代战舰的

幸运。

这是怎样的“幸运时代”？张宝臣

说，对照中国海军的大事记，很容易找到

答案。

2012 年，他作为骨干加入长春舰组

建队伍。那一年，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

宁舰正式交付海军。

2017 年，他随长春舰远航，先后参

加多场中外联合军演。那一年，我国完

全自主研制的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下

水，标志着我国驱逐舰发展迈上新台阶。

“搭上强军事业的快车，我们的成长

速度也是前所未有。干不好，愧对国家，

愧对这个时代。”张宝臣说。

访问马来西亚的那一幕，深深印在

长春舰官兵的脑海里：一位 90 多岁的老

华侨在子女搀扶下，颤巍巍地走上长春

舰。老人东摸摸、西看看，眼眶湿润：“海

军强大了，中国强大了……”

“天高海阔的航程，更加坚定我们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赵磊说，“一些在教育课堂上不容易

讲透的道理，远航回来后仿佛不需要再

给官兵讲了。”

海风渐起，长春舰又将解缆出港。

这次去哪里？风浪大不大？记者

问赵磊，他微微一笑说：“不管去哪里，

只要是使命的航程，我们就不惧风大浪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