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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新理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用

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坚持

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过

程，三者是高度统一、完全一致的。抓好

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化落实，入心见

行，是实现这个统一的过程，也只有在这

种高度统一中，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的

人民实践才会彰显出最强大的生命力。

把精神吃透，不能囫囵吞枣、简单机

械照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理论

学习成效，要看党的创新理论是否入心

见行、党员干部是否做到善思善用”。当

前，理论学习在全党蔚然成风，但囫囵吞

枣、照本宣科、简单机械照搬等问题依然

存在，这也是理论武装的现实痛点。理

论问题语焉不详，会在实践上造成模糊

和跑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只有真正把理论问题搞

清楚了，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实践中的“一

刀切”。在理论武装过程中，要抓好深化

内化转化，不能简单把“学过了”当作“学

懂了”、把“学完了”当作“弄通了”。老区

苏区、欠发达地区要在实现共同富裕的

进程中不掉队，必须善于从党的创新理

论中汲取力量，始终牢记高质量发展是

新时代的硬道理，着眼大局大势，立足市

情县情，狠抓发展第一要务，让老百姓早

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区域协调发展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要通过全

面激发内生动力，从“过日子思维”转向

“发展思维”，从“投入思维”转向“产出思

维”，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按规律办事，不搞急功近利、一口吃

成胖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

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

必须遵循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刻洞察时与势、

危与机，把握近与远、长与短，分清轻重

缓急，推动点上突破、面上提升。在工作

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资源禀

赋、发展基础，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从

最紧迫的事情抓起，干一件成一件。如

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看似什么都抓了，最

后却什么也干不成。要善于抓住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问题为导向，靶

向施策、精准发力，以钉钉子精神逐一突

破。内因决定外因，发展最终还得“靠自

己的骨头长肉”，要坚持以我为主，借外

促内，夯实发展基础，强化“造血”功能。

用结果说话，不能墨守成规、受限于

惯性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

的创新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推进

改革发展过程中，要善于运用党的创新

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国之大者”

与手头工作融会贯通起来，主动服务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

在推动老区苏区加快振兴发展、共同富

裕中担当作为，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

彩。险不过乌篷船、苦不过泥巴地。广

东省梅州市属于欠发达地区，要学习借

鉴“千万工程”经验，以“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为总抓手，以建设苏区融

湾先行区为突破口，聚焦县域经济发展、

城镇功能提升、乡村形象改变，推动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发展经

济不能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不能缘

木求鱼。要践行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将绿色作为最亮底色，以高

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保护，以高水平保

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要以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为目的，在守牢耕地保护红线

和粮食安全底线基础上，突出产业振兴、

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特别是抓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农业

规模化、机械化，实现耕地增加、粮食增

多、农民增收。耕者有其田、不一定自己

种，居者有其屋、不一定住农村，要探索推

动农村居住与生产分离，不断优化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形成古镇与良田共

存、产业与乡村共兴的乡村风貌。

为人民服务，不能脱离群众、牺牲群

众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发展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依靠

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每一张蓝图、每一个战略都需

要基层一线抓落实、干部群众齐参与。

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善

于引领群众，不当群众尾巴，去除“官

气”、多接“地气”，推动资源在基层聚集、

问题在基层化解、工作在基层落实；善于

引导群众，充分考虑群众千差万别的特

点和需求，用群众语言做群众工作，线上

线下同发力，让群众听得进、看得懂、记

得住，防止理论宣讲晦涩难懂、上下一般

粗；善于服务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

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善于向群众学习，做群众

的“小学生”，尊重基层首创精神、群众创

造精神，广泛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创

造新的业绩。

理论创新无止境、实践运用无止

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要

以“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的执着与韧劲，守正创新、知行合一，不

断创造新业绩、展现新气象，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作者为广东省梅州市委书记）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2 月 21

日 第09版）

抓好党的创新理论转化落实
马正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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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田间农事忙。当前

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近日，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发展改革

委以及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相继发布通

知，对春耕农资供应、化肥保供稳价等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农资供应提

供了坚实保障。

春耕备播，农资先行。湖北麻城全

市供销系统已储备各类化肥1500余吨、

农药 300 余吨、种子 100 余吨，全力满足

全市春耕生产需求。在山东德州武城县

武城镇，农业服务公司将肥料直接送到

农户家中，还联合其他企业和农技专家，

开展测土配方、统防统治等服务。各地

供销合作社作为农资供应的“主力军”，

不仅早早做好农资储备，还不断优化配

送服务，让农资能够及时、准确地送达农

民手中，为春耕生产送去“及时雨”。

春耕农资供应，保供稳价是关键。

化肥作为农业生产的“粮食”，其价格的

稳定，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

收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关于

做好2025年春耕及全年化肥保供稳价工

作的通知》，对化肥保供稳价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可以看到，各地依据自身实

际情况，积极响应通知要求。有的企业

为确保春耕肥保量又保质，做到所有春

耕肥指标优于国家标准要求；有的地区

通过建立农资直供体系，减少了中间环

节，降低了农资价格。这些措施有效促

进了化肥市场的稳定，为农民增收和农

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农资打假同样也是春耕备耕工作中

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一些不法商贩为

了牟取暴利，常常制售假劣农资，严重损

害了农民的利益。农业农村部召开的全

国春季田管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

不仅强调了农资农机保障的重要性，还

提出毫不放松抓好农资打假等具体工

作。这意味着，各地不仅要“早动手”“快

动手”，确保农资的充足供应，还要根据

实际需求，合理调配农资资源，避免浪费

和短缺。比如，春耕前，组织专家和农机

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指导农机手调试检

修作业机具，确保以最佳的性能、最好的

状态投入春耕生产。同时，各地必须加

大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制

售假劣农资的违法行为，净化农资市场，

维护农民利益。

春耕备耕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生

产、流通、储备到市场监管等，每一个环

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只有各方面行动起

来、齐心协力，扎实筑牢农资保障根

基，广大农民才能信心满满地

迈向田间地头，安心播种。

来源：人民网

农资先行，筑牢春耕“保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