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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航空发动机是国之重器，是国

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
现。”9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
航发黎明发动机装配厂“李志强班”
职工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寄
予厚望。广大航空科技工作者表示，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砥
砺奋进的力量源泉，矢志创新、勇攀
高峰，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
伐，让中国的飞机用上更加强劲的
“中国心”，为建设航空强国、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贡献力量。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近年
来，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战线广大
干部职工初步探索出一条自主创新
发展的新路子，大家为此付出了大
量心血，“李志强班”就是其中的代

表之一。
“李志强班”以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技术能手李志强的名字命名，
主要负责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总
体装配工作。2013年 8月，习近平
总书记到沈阳黎明公司考察时，曾
与“李志强班”职工亲切交流。

9月 1日，在位于辽宁沈阳的
中国航发黎明发动机装配厂总装工
段，60余名一线员工聚精会神地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作为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发
起人，李志强回想起十年前习近平
总书记与“李志强班”职工亲切交流
时的场景，依然心潮澎湃：“当时总
书记对我们的肯定和鼓励，一直深
深铭刻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攻坚
克难、砥砺奋进的力量源泉。”

“十年过去了，我感到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给总书记写封信，既是回
应总书记的关切，也是向总书记汇
报十年来在加强技术创新、推进航
空发动机研制方面取得的成绩，表
达为建设航空强国贡献力量的决
心。”李志强说。
“李志强班”装配修理钳工张鹏

飞是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 8名职
工代表之一。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回信后，他深感肩上责任之重：
“国家赋予我们打造国之重器的重
任，我们必须牢记使命责任，把打造
更加强劲的‘中国心’作为安身立命
之本，坚决把国家交给我们的事做
好。”

近年来，国家国防科工局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科

技工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航
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自主创新发展
放在重要位置，我国航空发动机和
燃气轮机行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
就，为建设航空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优化我国航空
发动机工业体系和布局，加强核心
能力建设，完善科技创新平台，攻克
关键核心技术，加大领军人才培养
力度，进一步夯实材料、软件等工业
基础，全力推动我国航空发动机高
质量发展。”国家国防科工局系统司
司长汪明说。

为满足航空发动机对高端特种
传感器的需求，中国电科 49所航空
发动机温度传感器攻关团队近年来
坚持自主创新、集智攻关，保证了航

空发动机关键器件的国产化供应。
“习近平总书记的鼓励，是我们

勇攀高峰的动力。”团队负责人杨永
超说，我们将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可控能力，持续攻关研制高
稳定、高可靠、集成化、网络化、智能
化的传感器产品，助力打造更多国
之重器，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贡献
力量。

基础科研和理论研究是支撑航
空发动机研制的关键。从教 20 余
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
学院教授徐惊雷一直投身国家急需
的航空航天发动机排气系统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

‘努力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这为
我们进一步做好航空发动机的科研
和教学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把这份嘱

托、期望转化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
研制步伐的不竭动力，努力在关键核
心技术上取得更多突破，培养出更多
具有家国情怀、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优秀人才。”徐惊雷说。

航空制造由于材料复杂、零部
件多，对技能人员要求非常高。航空
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0后”首席技能专家方文墨带领
团队不断追求国产航空器零部件加
工水平的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

们全体航空人的殷切期望。”方文
墨说，“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苦练技能本
领，用匠心铸造国之重器。”

（新华社北京 9月 3日电）

让中国的飞机用上更加强劲的“中国心”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发黎明发动机装配厂

“李志强班”职工的回信激励广大航空科技工作者矢志创新、勇攀高峰

时下，贵州省从江县正值稻谷收割季，当地农户忙着收割、抢晒稻
谷，确保颗粒归仓。 石宏辉摄抢收早稻 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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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时节，核桃飘香。走进四
川广元市朝天区，放眼望去，无论
是在公路两侧、房前屋后，还是在
崖前沟畔、山坡林间，一棵棵枝叶
繁茂的核桃树上，缀满了浑圆饱
满的核桃，村民们挥竿抢收，一派
丰收的繁忙景象。

近日，在沙河镇南华村核桃
丰产管护示范基地，竹竿敲打核
桃的声音、村民欢快的笑声、核桃
“噗噗”掉落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汇成了一曲悦耳的“丰收交响
乐”。
“今年的核桃又丰收了。”南

华村村民贾秀群正忙着和家人采
收核桃，她满脸喜悦地算了一笔
账，“种植了近 200棵核桃树，今年
产核桃鲜果 2000斤左右，能收入
近两万元，日子越来越好了。”

南华村的核桃进入丰产丰收
期，同样，在该镇的罗圈岩村，核
桃也是产销两旺。
“今年核桃长势不错，果子

大，收成也好，收购商都开着车上
门来收购。”罗圈岩村二组的村民
何道禄正手拿工具，麻利地将核
桃去青皮后，装进旁边的篮子中。
他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今年八十
多岁了，靠着栽下的核桃树，每年
能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核桃树就
是我们的‘摇钱树’。”

在罗圈岩村，像何道禄这样
的核桃种植户还有很多。“我们村
今年核桃种植面积达 5000 余亩，
产值可达 600多万元。”罗圈岩村
党支部副书记侯明堂介绍，近年
来，核桃产业基地还陆续配备了
山地轨道运输车、植保无人机、智
能终端监测系统等现代化设施，
保障核桃产业增产增收。今年又
新建了核桃储存冷库，不仅能够
保证核桃的新鲜度，还能增加核
桃的经济效益。
“核桃品种好，个大壳薄、果

仁饱满，整仁率可达 95%，销量好
得很！”在核桃储存冷库旁的库房
里，侯明堂拿着铁锹，正忙着将核
桃装箱，他说，“硕星”“夏早”“蜀朝
2号”等优良品种的核桃，一棵核
桃树的产值能达 1500元。

核桃喜获丰收，乡村振兴有
了“核”动力。近年来，沙河镇依托
东西部协作契机，壮大“花、果、
畜、药、菌”五大主导产业，做强
“岭上”品牌，全力打造农旅文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有效地带动
了全镇群众增收。
“持续做优做强沙河核桃、樱

桃两大‘招牌’农业产业，聚全力打
造罗圈岩、望云等核桃示范基
地。”沙河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全镇核桃种植面积 7万亩，年
产量达 10000 余吨，全年完成核
桃丰产管护 6.8 万亩 110万余株，
品种改良 0.13 万亩 2 万余株，管
护樱桃、桃子、李子等小水果 2.5
万余亩，实现产量 8000余吨。

□冉金鹭徐筠莒本报记者魏彪

四川大竹县：
喜看稻菽千重浪 又到金秋丰收时

稻香四溢，喜获丰收。近日，记者在四川
省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镇看到，大规模优质水
稻收割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田间地头呈现
出繁忙的丰收景象，整体收割情况十分理想。

在观音镇文昌村 7 组周家湾的稻田里，
一片片金黄的水稻长势喜人，稻穗饱满，随风
摆动。农户们抓住晴好的天气迅速进行收割，
确保稻谷能够及时入仓。

当地村民表示，晴好的天气对于水稻的
收割至关重要。降雨或多云天气会增加收割
难度，可能导致稻谷受潮和发霉。因此，村民
们会趁着晴好天气尽可能多地进行收割，以
确保稻谷质量和粮食的安全。

收割机在稻田间忙碌地穿梭，机器的轰
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迅速地切割成熟的水
稻，并通过输送带将稻谷送入等待的汽车。这
种高效的机械作业极大地提高了收割效率，
减轻了农户的劳动负担。

□本报记者田怀江文 /图

又是一年好“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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