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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质 量 发 展 看 西 部

甘 肃 篇

总书记对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

习 近 平 同 缅 甸 领 导 人 敏 昂 莱
就 中 缅 建 交 75 周 年 互 致 贺 电

奋勇争先，决战决胜“十四五”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6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缅甸领导人敏昂莱互致贺电，庆祝中缅建交 75
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75年来，中缅胞波情谊历经风
雨、历久弥坚。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和万隆精神，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树立
了国家间友好交往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今年5月，我同你在俄罗斯会晤，就
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中方高度
重视中缅关系发展，愿同缅方携手努力，以两国建交
75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共同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
明倡议，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给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敏昂莱表示，主席阁下 2020年对缅历史性访问，

开启构建缅中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不久前缅甸遭
受强烈地震，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时提供人道援助，充
分体现两国人民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我同主席阁下在莫斯科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就
深化缅中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感谢中方坚定支
持缅甸实现和平稳定、民族和解、经济发展，期待加
快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打造更加强劲、坚韧、互利
的伙伴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敏昂莱互致贺电。李强
表示，建交 75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各领域
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取得长足进展。我愿同你一道，
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走
深走实，为各自国家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敏昂莱表
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缅中关系稳步向前
发展。缅方愿同中方携手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我在福建沿海地区工作了将近 18年，对海有

浓厚的感情”“要发扬优势，做好‘海’的文章”“建设
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从地方到
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海洋的关注一以贯之。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指引
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一）“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

人类居住的地球表面 70%是海洋。浩瀚大洋
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油气和生物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
用，对海洋经济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1994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
建设“海上福州”战略构想，在全国沿海城市中率先
吹响“向海进军”号角。在浙江，他指出一定要做足
做好海洋经济这篇文章。在上海，他要求努力争创
海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从科研实验室到渔业种子基地……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前往沿海省份考察海洋
经济发展，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提高海
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

2013年考察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时强调“要顺应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加快培
育海洋工程制造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2018年
在上海考察时视频连线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指
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2023年
在广东湛江考察海洋渔业，提出“耕海牧渔，发展海
洋经济大有可为、大有前途”……

从构建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到布局港口、
航运建设，再到统筹陆海区域重大战略对接等，习近
平总书记推动把加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
延伸，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谋篇布局、指明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促进海
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阔。

（二）“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
自立自强”

海洋科技发达是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科技水
平的高度决定了海洋开发的深度。

从万里碧波之上的极地破冰船、大洋科考船，
到万米水下的深潜设备，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
心头——

2012年 6月，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深潜成功突破 7000 米，第二
年的5月，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载人深潜
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2018年4月，在海南三亚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
师和潜航员团队互动交流；

2020年 11月，致信祝贺“奋斗者”号全海深载

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利返航，指出“‘奋
斗者’号研制及海试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有了进
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体
现了我国在海洋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

2024年 11月，致信祝贺“梦想”号大洋钻探船
建成入列，强调这“标志着我国在深海进入、深海探
测、深海开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是建设海洋强国、
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
“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梦想”

号等海洋科技“大国重器”不断技术迭代、逐梦深
海，提升建设海洋强国的科技成色和底气。

在对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中，习近平总书
记反复提及科技进步的重要意义：“发展海洋经济、
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定要抓好”“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
新技术”。

重点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领域取
得突破；推进海洋经济转型过程中急需的核心技术
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
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一项项具体要求，指明海洋科技创新的发力点和突
破点。

（三）“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关乎美丽中国，关乎海洋
强国建设。

红树林，这种扎根于海岸潮间带的胎生木本植
物，对它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

“红树林保护，我在厦门工作的时候就亲自
抓。党的十八大后，我有过几次指示。这是国宝
啊，一定要保护好。”2023 年 4 月在广东湛江考察
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战略，
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建设美丽中国，为保
护好地球村作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

海洋强国建设，落脚点是实现“人海和谐”。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要把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
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
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保护
海洋生物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
断赋予海洋强国建设“绿色可持续”的内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海
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也是在保护生产力。统筹
协调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
展，海洋经济的“蓝色引擎”才能持续迸发澎湃动力。

2024年7月，《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
书发布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广泛
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中国努力构建
人海和谐海洋生态环境的积极姿态。

（下转2版）

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一家街头小店里，藏族小
伙索朗群培正在制作青稞面包。“青稞能做出很多花
样，店里最受欢迎的是青稞爆米花。”索朗群培身后摆
放着琳琅满目的青稞加工食品。

近两年，江孜县着力发展青稞精深加工——从传
统的饼干、挂面、罐装酒，到八宝粥、面包、爆米花等新
品类，青稞产业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强县富民的支柱产
业。2024年，江孜县青稞产业产值达 1.48亿元，同比
增长66%。

2021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指出：
“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西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资源禀赋，推进
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百
姓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能。2024年，西藏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1578 元，同比增长 8.3%，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出1.7个百分点。

产业体系日益完善——
林芝市波密县，天麻深加工产品销路畅；昌都市

左贡县，核桃油等产品受欢迎……西藏各地的农产品
正以新形态走出高原，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

墨脱县，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如今茶产业
“香飘万里”。种植环节，建成茶园103个，覆盖6个乡
镇39个建制村，总面积1.9万亩；加工环节，建成11处
茶叶加工厂、22条生产包装线，现有设备满负荷条件
下日处理茶青 4 万斤左右；流通环节，拉萨、成都等
地，墨脱茶叶的销售网点渐次铺开……

“从‘种好一片茶’到‘发展一个茶产业’，墨脱茶产
业大有可为！”林芝市委常委、墨脱县委书记符永波说。

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拉萨市西郊，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实验室里，
科研人员在分析牦牛的喂养和生长情况。“长期在高
寒环境中，牦牛生长慢、出栏周期长。”西藏农牧科学
院副院长、研究员巴桑旺堆介绍，该院近年来持续开
展牦牛品种和饲养方式改良研究，“如今在拉萨市林
周县的格桑塘牦牛养殖示范点，牦牛平均出栏年龄提
前了2至3年，养殖效率持续提升。”

为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西藏建立
青稞、牦牛、牧草3个产业技术体系，不断强化科研攻
关。2024 年，西藏选派 10656 名科技特派员，进行农
牧业先进适用技术培训和科普宣传，开展活动4万余
场，服务群众33万人次，力促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惠民力度持续加大——
山南市措美县，西藏夜伴蜂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养殖总负责人普布旦增带着几名蜂农，走向一排
蜂箱，指导他们如何取蜂蜜。“我们带动 6200多户农
牧民实现增收，每户年均增收约 1400元。”普布旦增
介绍，公司的蜂箱目前分布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
的10个县区。

如今，这样的惠民增收好项目，越来越多在高原
落地生根。日喀则市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工代赈
项目，努力实现促进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和保障粮食
安全的目标。2024年以来，这一项目带动当地群众实
现增收5726万元。

通过项目拉动、就业带动等挖掘增收潜力，西藏
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2024年，西藏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增长12.5%以上。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
藏发展政策，我们将持续加力，把高原特色农牧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澎湃动
能。”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表示，要进一步在产
业链上突出延链条促增收、就业上突出提技能拓门
路、企业上突出强联农增效益，确保农牧民持续稳定
增收。 （袁 泉 徐驭尧）

晨曦中，在桥塔顶距离江面 800多米的塔吊上，
工人们正拆卸施工龙门架、给大桥安装电梯。这里
是在建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建设现场。

花江峡谷大桥是贵州六安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
程，全长 2890 米、桥面距水面高 625 米，预计今年下
半年建成。大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一高桥，成为
中国基建新名片。

自 2022 年 1 月花江峡谷大桥正式开工建设以
来，在 1000 多个日日夜夜里，建设者们不畏严寒酷
暑，漫步在云端雾海里，为大桥早日建成攻坚克难、
不懈努力。 （图文/杨文斌）

弧光闪烁、焊花飞舞，甘肃兰州兰石集
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各类产品整装待
发，即将验货出海。从全球首套3000马力
超深井沙漠快移钻机出厂发货，到HAST
炼化反应器和 70兆帕撬装加氢站打开国
际市场，兰州兰石集团以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创新。“有的子公司在手订单排产已至年
底，正在加班生产。”集团董事长王彬信心
十足。

2024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
察时指出，“甘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
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甘肃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着力打造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

高质量科技供给越来越多

兰州市南昌路 509 号，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长达数百米的兰州重离子
加速器，如“巨龙”般盘踞于此。

我国首套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碳
离子治疗系统，就脱胎于兰州重离子加速
器。“截至目前，已获批注册5台，在建5台，
实现基础研究产业化。”近代物理研究所副
所长杨建成表示，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应
用，由大国重器变身医疗器械，兰州重离子
加速器打破了大型高端放疗市场被国外产
品长期垄断的局面。

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高质量科技供给是关键。“陇油 6号”让我
国冬油菜种植区域向北推移 13个纬度，2
兆瓦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全球首次满

功率运行，成功制备6种医用同位素……
“2024年，甘肃8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

术奖。”甘肃省科技厅厅长闵苹说，在甘肃，
353项技术实现国产替代，226项技术在国
内或国际保持领先，173 项原创成果实现
产业化。

企业创新活力越来越足
步入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首矿，

螺旋状矿道一圈圈向下延伸，深不见底。
“龙首矿虽保有资源储量近亿吨，但约

80%为贫矿。”金川集团副总经理郭慧高
说，“我们向贫矿要产能，以技术攻关突破
发展瓶颈，使镍的最低可采工业品位由
0.5%降至0.3%。”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重点。“我们自

主研发的制种玉米去雄机，已实现量产。”
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峻说，“去雄机效率是人工的 200倍，每
亩节约成本 200 元，已在甘肃、新疆等地
推广。”

截至2024年底，甘肃省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 2463家，同比增长 16.2%。13个企业
创新联合体集聚326家省内外单位5700余
名科研人员开展协同创新，攻克89项关键
共性技术、转化应用41项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转化越来越顺
北京大学黄春辉院士团队研发的稀土

配合物发光材料，一旦量产，单产品产值可
达1.5亿元。然而，团队一度面临有技术没
厂房的困境。

“企业出题、院校答题、政府引导”，兰

州新区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我
们派出专人对接、提供标准化厂房，引进黄
春辉院士团队，注册成立兰州睿尔思新材
料科技公司。”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杨
天岳说，该公司与本地高校联合攻关，6个
月便建成百吨级生产线，实现稀土发光材
料吨级量产。

“稀土发光材料可显著提升光合作用
效率，使农作物产量提高 10%—20%。”公
司技术总监卫慧波说。

甘肃紧盯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
里”，畅通政策、市场、金融、服务四大通道，
建立在研重点项目、科研成果和拟转化项
目“三项清单”，让成果转化的市场通道更
加“丝滑”。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双向
奔赴’，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加快建设创新型甘肃。”甘肃省委书记胡昌
升说。 （董洪亮 王锦涛）

李强同敏昂莱互致贺电

西藏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产业

贵州：“云中漫步”建世界第一高桥

甘肃着力打造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

花江峡谷大桥花江峡谷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