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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质 量 发 展 看 西 部

青 海 篇

习 近 平 同 莫 桑 比 克 总 统 查 波
就 中 莫 建 交 50 周 年 互 致 贺 电

万物土中生。“三夏”时节，田间地头一
派忙碌景象。

“今年的小麦种植面积，是增，是稳，还
是降？这次旱情，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收
成？”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
察时叮嘱，要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扛牢粮
食安全责任。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耕地保护和耕地质量提升工作，要求“要
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强化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等，为夯实
大国粮仓“耕基”提供了根本遵循。

6 月 25 日是第三十五个全国土地日。
我们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感悟总书记对土地的深情。

“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18亿亩
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是关系国家命
脉的安全线。

在 2013 年 12 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保护耕地要
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甚至要像保护大熊
猫那样来做。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大
家立了军令状，必须做到，没有一点点讨价
还价的余地！”

这些年，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
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
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

2022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谈
到粮食安全时再提耕地保护“军令状”。

一些地方在耕地占补平衡上弄虚作
假，搞“狸猫换太子”；有的地方自认为有搞
绿化的“尚方宝剑”，没有湖非要占用良田
挖个湖；有的认为不用18亿亩那么多，只要
提高科技水平就行了。总书记告诫：“这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一点预留都没有怎么
能行？一定要有非常大的安全系数才行。
这是‘国之大者’！”

总书记强调，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
施，全面压实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耕地保
护责任，中央要和各地签订耕地保护“军令
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确保18亿亩耕地
实至名归。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重锤敲响鼓，振聋
发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实施农
田水利骨干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黑
土地保护工程、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
工程等，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建立省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保护责
任制。一系列举措，夯实耕地之基，为粮食
稳产增产提供重要保障。

“农田必须是良田”

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
“农田就是农田，农田必须是良田。决不允许任

何人在耕地保护上搞变通、做手脚，‘崽卖爷田心不
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一个重

要抓手，要坚定不移抓下去，提高建设标准
和质量，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田间地
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

“说起来，我们都是搞庄稼出身的，看
到小麦长势这么好，我和村里人一样感到
很欣慰。”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开封尉
氏县张市镇高标准粮田综合开发示范区考
察时勉励，“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努力在
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

2024年3月春耕备耕时节，总书记来到
湖南常德鼎城区谢家铺镇港中坪村，走进
当地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察看秧
苗培育和春耕备耕进展，同种粮大户、农技
人员、基层干部亲切交流。“我国有 14亿多
人口，粮食安全必须靠我们自己保证，中国
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他叮嘱，要
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加
强政策支持和示范引领等。

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是全力提升耕
地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把黑土地用好养好”“优先把黑土地建成高
标准农田”。

2020年 7月，在吉林梨树县，总书记走
进玉米地，察看黑土地实验样品和玉米优
良品种展示，了解农业科技研发利用、黑土
地保护情况。他强调：“要认真总结和推广
梨树模式，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
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
永远造福人民。”

谆谆嘱托化为坚决行动。
截至 2024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超过 10亿亩。不久前印发的《逐步把
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
提出，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
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从中原粮仓到东北黑土地，从四川盆
地到江南水乡，各地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稳步增加，农
田可持续利用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
显提升。

“要抓好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

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是耕地保护和改
良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
已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做好盐碱地
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2021年 10月，总书记来到山东东营黄
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专门
考察了耐盐碱作物培育情况。他勉励大
家：“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守住，5亿亩盐碱地
也要充分开发利用。如果耐盐碱作物发展
起来，对保障中国粮仓、中国饭碗将起到重
要作用。”

2023年5月，总书记深入河北沧州田间
考察旱碱麦种植推广及产业化情况。望着
广袤的田野，他思虑深远：“全国有 15亿亩
盐碱地，其中适宜种植粮食的 5亿亩，如果

能开发利用，对于扩大我国耕地面积、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下转2版）

本报罗马6月25日电 在中意建交55周年之际，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大型节目《习近平的
文化情缘》启播活动当地时间 6月 25日在罗马举行。
即日起，节目在意大利阿尔玛电视台、多纳电视台、旅
游电视台、拉齐奥电视台、伦巴第城市电视台、罗马科
罗纳广播电视台、米兰帕维亚电视台，意大利《米兰财
经报》网站等30多家意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
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

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
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精髓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
根基。节目实地探访河北正定、福建厦门、浙江杭
州、甘肃敦煌等习近平工作或考察过的地方，通过影
像资料、深入采访等多元叙事方式，立体呈现新时代
中国在文明探源、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实践努力，
彰显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兼收并蓄的独
特魅力。 （郑 彬）

连日来，贵州省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果断启
动应急响应，迅速开展救援行动，积极开展灾后重建，
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 23日以来，受强降雨影响，贵州都柳江发生
超保证水位洪水，榕江县、从江县因洪峰过境导致严
重洪涝灾害，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
失。目前，两地的河流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
下，当地干部群众正在积极清淤重建，尽快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据了解，在当地参与救援的179名黔东南州消防
救援支队指战员就地投入清淤排涝工作。6月25日，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再次调派贵阳、黔南、贵安等地

抗洪抢险排涝专业分队共100人、39车、8台吸水机器
人、18台手抬机动泵，前往两地增援。

6月 25日，贵州省财政厅、贵州省应急管理厅紧
急调拨资金 6800万元，支持 3县开展抢险救灾、受灾
群众救助、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等工作。同日，贵州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派出专家组赶赴榕江县、从江县开
展房屋安全排查等工作，计划按照“分批次、分重点区
域”的原则，优先对学校、医院、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
所和老旧房屋、危房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鉴定。

截至发稿时，贵州省气象部门已进入气象灾害（暴
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地气象部门将加强值班值
守，加强监测，强化综合研判，及时做好预报预警服务。

仲夏的西宁，蓝天澄澈，绿意盎然。6
月 25日，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
的第26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
谈会（下称“青洽会”）盛大启幕。

志合越山海，聚力向未来。来自海内
外的客商、不同国家和地区代表汇聚夏都
西宁，共赴这场生态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
与机遇同频的绿色之约。

踏入会场，巨幅电子屏光影流转，三
江源的雪山草甸、青海湖的粼粼波光、光
伏产业园的银海矩阵等轮番映入眼帘，
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
践，以震撼的视觉效果呈现在海内外宾
客面前。

“‘中华水塔’愈加坚固丰沛，生物多样
性愈加丰富；钾、钠、镁、锂、氯五大产业集
群初步建成；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占比在全
国率先实现‘双主体’，绿电外送 16 个省
市；青海成为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
省份；原生态的青海滋味正在征服消费者
的味蕾……”青海省领导的致辞，字字句
句，传递着青海以生态优先破题、用绿色发
展解题的坚定决心。

历经26载，青洽会已从地方经贸展会
的“青涩幼苗”，成长为汇聚海内外客商、共
商绿色发展的重要平台，成为青海对外开
放的“金名片”。

本 届 青 洽 会 ，“ 朋 友 圈 ”进 一 步 扩

容。首次推出双主宾国展区，波黑、墨西
哥共同担任主宾国。墨西哥驻华大使馆
副馆长（公使）恩瑞肯·艾思卡米亚在致
辞时盛赞“青海省的绿色发展理念和成
功实践，不仅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树
立了典范，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希望通过本
届青洽会，进一步加强与青海省在绿色
发展领域的交流，进一步拓展与青海省
乃至中国各地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协力共创更加美
好的未来。”

港澳展区成为一大亮点。香港展区全
方位展示近年来青港交流合作硕果；首次

参展的澳门，以特色美食为媒，搭建起文化
与味觉交融的桥梁，让青海民众近距离感
受澳门风情。

全国台企联、宁波市台协应邀参加青
洽会，共寻青台融合发展新路径。全国台
企联常务副会长表示，青海成功锚定高质
量发展新赛道，全力打造绿色算电协同发
展示范区，期待深入了解，推动双方合作迈
向新台阶。

青洽会的平台效应持续释放强大吸引
力。上海晶环嘉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朱金义说：“我们将与格尔木市签订投
资协议，对在青海这片热土上的发展满怀
期待。”启迈检验（深圳）有限公司高级商务

经理张涛也满怀憧憬：“希望通过青洽会加
深对青海产业发展的了解，寻觅与青海企
业的合作契机。”

青洽会不仅是吸引省外资源的“强磁
场”，更是助力省内企业成长的“助推器”。
海东商旗舰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培儒感
慨，青洽会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广阔的交流
展示舞台，企业借此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推
广特色产品，知名度得到显著提升。

从雪域高原到世界舞台，青海正以
“绿”为纽带，搭建起开放合作的坚实桥梁；
以“合”为路径，铺就互利共赢的发展通途，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篇章。 （张晓英）

绿潮奔涌三江源 共赢之约启新程
——第二十六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侧记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6 月 25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莫桑比克总统查波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
化，中国和莫桑比克都彼此信赖、相互支持，两国友好
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携手并
进，两国关系就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我高度重
视中莫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建交 50
周年为新起点，弘扬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共同书
写中莫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查波表示，两国建交 50周年恰逢莫桑比克独立
50周年，彰显两国传统友好和兄弟情谊。感谢中方在
莫争取独立道路上给予的无条件支持。莫方将继续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
作一切努力，支持中方重大倡议，愿同中方在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基础上持续深化双边关系，拓展务实合
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在意大利主流媒体播出

【直击贵州榕江、从江抗洪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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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多方合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6月月2424日日，，在榕江县城在榕江县城，，工作人员在转移群众工作人员在转移群众。。王炳真王炳真//摄摄

66月月 2525日日，，大型设备在榕江县大型设备在榕江县““村超村超””球场进行球场进行
清淤清淤。。 龙建睿龙建睿//摄摄

贵州省应急厅通过高铁贵州省应急厅通过高铁、、公路公路，，调拨生活类物调拨生活类物
资支援榕江资支援榕江、、从江两县从江两县。。 吕吕 慎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