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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

去”，千年前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留

下江西茶的倩影，经过时间的沉淀，如

今江西茶愈发鲜醇甘美；“水煮不糊汤、

干炒不易断”的江西米粉，吃起来光滑爽

口、嚼劲十足……作为全国首个省部共

建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试点省，好山好

水的江西，孕育的农产品自然也是“优

等生”，有着井冈蜜柚、广昌白莲、崇仁

麻鸡等一大批地理标志产品和优质农

产品。农产好物出江西，更要阔步走出

江西。我们要努力打造更多“喊得出、

叫得响、卖好价”的江西农产品品牌，

让“赣字号”唱响国内外。

农产品生产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

只有积极推行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生产，以抱团方式“全军出击”，才能

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价值。我们

熟知的赣南脐橙，从最初的 156株脐橙

“母亲树”，繁衍发展到赣南大地脐橙种

植面积达194万亩、产量约180万吨，均

居世界第一，连续九年居全国区域品牌

水果类榜首，就是突出绿色化、标准化，

全域打造优质脐橙生产基地的成果。当

然，再好的农产品，如果养在“深闺”也难

出圈。如何让江西农产品变农“潮”品，

“隐藏款”变“大爆款”？品牌建设是关

键。江西有哪些好的农产品、分别产自

什么样的好地方、农产品为什么好，在这

些方面都可以大做文章，多点故事性、多

点科技味、多点营销包装，江西农产品的

发展前景就会更加灿烂。此外，潜心研

究不同国家和地区进口政策、消费者的

口味喜好，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这些

都能让“赣字号”农产品走出去的时候

少走弯路、少碰壁垒。

高品质、高颜值、好服务的不断叠

加，江西优质农产品一定能征服国内

外消费者的味蕾和心灵，成就更多惊艳

时光的“江西品牌”。

让“赣字号”唱响国内外
——“全力以赴把农业建设为大产业”系列谈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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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

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2014 年 4 月 15 日，在中央国家安

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总体国

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

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

下，我国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中牢牢

掌握了发展和安全主动权。国家安

全得到全面加强，平安中国建设迈向

更高水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提供了坚强安全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
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

翻开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国

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要求格外醒

目，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次

对国家安全进行专章部署。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

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

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

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各类风

险挑战前所未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

头等大事。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敏锐洞察国

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新特点新趋势，深

入总结国家安全工作历史经验，总体国

家安全观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应运而生。

以“总体”突出关键，强调大安全

理念，坚持系统观念——

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的内

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

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

宽广。

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

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等诸多领域，而

且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加强

科学统筹，着力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强调把维护国家安全贯

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总

体国家安全观彰显深刻的系统观念，体

现大局观、全局观、整体观。

以“十个坚持”明确核心要义，明

晰方向路径，用以指导实践——

2020 年 12 月 11 日 ，中 共 中 央

政 治局就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举

行 第 二 十 六 次 集 体 学 习 。 习 近 平

总 书记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

“十个坚持”的重要要求。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

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统筹发

展和安全……“十个坚持”，对总体国

家安全观进行系统性集成和提炼，是

对国家安全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拓展、升华。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在我们

党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系统完整的

国家安全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

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

领导，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

根本保证。

为更好适应国家安全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我们党第一次设立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担任主席，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

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写入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进 一 步 阐 述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党 的

十 九届五中全会把统筹发展和安全

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

思想……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维护

国家安全工作贯穿至党和国家工作

各方面全过程。

从提出网络安全观，倡导尊重网

络主权、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

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到强调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

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

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

能力；再到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 强 领 导 下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随 着

国家安全实践的深入推进而丰富发

展 ，中 国 特 色 国 家 安 全 道 路 越 走 越

宽广。 （下转第2版）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国家安全坚强保障
——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刘奕湛 熊 丰 冯家顺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10 周年，4 月

15 日是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的主题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 10 周年”。连日

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发挥特色优势，举办全域宣

讲、文艺汇演、主题沙龙、“围屋夜话”、线上直播授课等形式

多样、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目的就

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引导全省广大干

部群众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

更加深入人心，凝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共识和力量。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国家安全

作为头等大事，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对国家安全作出战略擘画、全面部署，形成了

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来自

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各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

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

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党的二十大

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作出战略部署，对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政治责

任，牢牢把握国家安全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国家安全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工作要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各项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

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努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

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力筑牢维

护国家安全的江西屏障，切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需要应对的风

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维

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

责，人人可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实践，统筹维护

国家安全的各类要素、各个领域、各方资源，在压实各级责

任、深化宣传教育、锻造过硬队伍等方面同向发力，特别是要

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宣教内容、宣教形式、宣教渠道，推动国家

安全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军

营、进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网络，以更高站位、

更严标准、更实举措维护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

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助力夯实国家安

全实力基础，同心共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国家安全教育重在积习成性、贵在日常坚持。我们要充

分借助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契机，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

国家安全使命任务，不断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推

动总体国家安全观入脑入心，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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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在位于南昌轨道交通产业园的江西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盾

构产业化中心，工人正在对中铁 1412 号土压平衡盾构机进行组装工作。据悉，

该设备将应用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二期隧道工程项目建设，预计今年 6 月底验收

下线，是我省首台出口到海外的盾构机产品。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4 月 14 日，江西省“总体

国 家 安 全 观 进 万 家 ”暨 赣 州

市国家安全集中宣传活动在

赣州市长征广场启动。活动

现 场 设 置 集 中 展 览 、答 题 互

动 等 多 个 区 域 ，让 群 众 进 一

步 了 解 国 家 安 全 知 识 ，提 升

国 家 安 全 意 识 ，持 续 筑 牢 国

家安全人民防线。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摄

总体国家安全观
进万家

海南兴盛会，四海皆宾朋。

以“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于4月13日至18日在海南省举行。

本届消博会，新品玩法更新、展

览 规 模 更 大 、以 展 促 产 更 有 效 。 同

时，精心策划系列线下供需对接和线

上匹配活动，汇聚国内外优质消费品

资源和全球买家卖家，进一步释放消

博会溢出效应。

首发首秀创新玩法

4 月 13 日至 15 日，以“消博聚新，

首发首秀”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新品发布会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为全球消费品行业

搭建一个创新与交流的平台。

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亮点之一，消

博会“全球新品计划”汇聚 28 个国际、

国内知名发布主体，共有 38 个品牌携

115 件不同款式、系列的新品惊艳亮

相，涵盖时尚香化、珠宝首饰、世界名

酒、高端食品、电子科技、生物科技、

潮流玩具等领域。

“ 泡 泡 玛 特 旗 下 人 气 IP——
HACIPUPU 来到海南，与消博会吉祥

物‘元元’‘宵宵’共同迎接来自全球的

消费者。”参展商泡泡玛特带来泡泡

玛特文创礼物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首次联名产品发布。（下转第3版）

创新消费融合 注重展会实效
——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观察

籼米淀粉、粳米淀粉、大米蛋白

粉、大米蛋白肽……4 月 11 日，在位

于上高县的江西金农米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农米业）展厅内，

从大米淀粉到大米蛋白产品，记者

看到了一粒米的“七十二变”。

“公司 2003 年成立，刚开始是做

传统的大米加工。虽然那个时候产

品不愁销售，但我们一直在思考如

何延伸产业链。2008 年，我们下定

决心做大米精深加工。”金农米业董

事长陈林介绍。

当时，大米蛋白产品在国内市

场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如何研发新

工艺、新产品并进行技术储备？金

农米业决定走校企合作的路子。陈

林瞄准了在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具

有科研优势的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不仅与相关科研团队建立起合作关

系，还在学校所在地江苏无锡建立

了实验室和工厂，走上了产学研结

合的创新之路。

由于没有可以借鉴的模板，建

厂、设备选型、搭建产线等环节都是

“摸着石头过河”，金农米业的前期资

金投入很大，而且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要变为生产线上的产品，远没有预期

的那么顺利。2012年，金农米业生产

出第一批大米蛋白产品，但口感和风

味远不如实验室样品，校企双方都很

着急。江南大学的科研团队在江西

和江苏之间往返了数十次，反复调整

生产设备、参数、生产工艺，产品才

最终达到了要求。

“虽然新产品一开始投放市场

的收益不高，但我们对未来大健康

产业的发展非常看好，连续 10 多年

每 年 投 入 近 千 万 元 用 于 产 品 研

发 。 现 在 我 们 的 大 米 蛋 白 产 品 一

年 能 卖 3000 多 吨 。”金 农 米 业 副 总

经理刘新华介绍，精深加工使大米

附加值显著提高。比如，公司普通

大米每吨售价 3000 多元，制作成大

米 蛋 白 产 品 后 ，附 加 值 能 提 高

30%。2023 年 ，金 农 米 业 营 业 收 入

达 2.9 亿元。

如今，金农米业大米蛋白粉、大

米淀粉、大米蛋白肽等产品远销北

美洲、欧洲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大

米蛋白粉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28%、

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38%。金农米

业也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下转第2版）

开栏的话

农 业 产 业 化 是 加 快 建 设

农业强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

把“土特产”这 3个字琢磨透。

为 充 分 报 道 我 省 各 地 立

足资源禀赋、发展农业产业的

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进一步

推动全省深挖“土”的资源、彰

显“特”的优势、拓展“产”的链

条，加快构建特色鲜明的农业

产业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江西提供有力支撑，

本 报 今 日 起 推 出“ 做 好‘土特

产’文章 实现产业大振兴”专

栏，敬请关注。

一粒米的“七十二变”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兆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