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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对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

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共同擘画中哈全

方位合作新蓝图，达成多项重要共识。

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

哈萨克斯坦各界人士认为，习近平

主席此访恰逢哈中建交30周年，具有里

程碑意义，将为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

注入新的强劲动力，相信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哈中关系将迎来新的“黄金 30

年”。

擘画合作新蓝图 打造哈中命
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与哈萨克斯坦总统

托卡耶夫举行正式会谈时指出，中国永

远是哈萨克斯坦值得信赖、倚重的朋友

和伙伴，中方愿同哈方做彼此发展振兴

的坚强后盾，助力彼此实现发展繁荣。

两国元首还在联合声明中指出，愿秉持

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

赢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双边对话，精心

打造双边关系下一个“黄金30年”。

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

研究员叶尔苏丹·然谢托夫说，30年来，

哈中关系蓬勃发展，两国合作堪称典

范，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他认

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体现出中方对

发展哈中关系的高度重视。他相信哈

中关系将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发展，

双方将携手朝着构建哈中命运共同体

的目标稳步前行。

《哈萨克斯坦真理报》总编辑萨比

特·马尔德巴耶夫指出，建交30年来，哈

中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展现出强大活

力。近年来，两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

领域合作更加丰富，双边关系愈发紧

密。中国的快速发展带动着邻国进步，

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共同落实合作

项目，哈萨克斯坦已从中受益。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哈充分体现了

哈中双边关系的密切。”中哈天然气管

道项目设计工程师阿贝莱·希纳利耶夫

说，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经贸合作，双

方都有许多有益经验可以相互交流，相

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推动两国合作进

一步提质升级。

“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社长兼

总编辑铁木尔·库瓦托夫表示，习近平

主席此访必将为哈中关系发展注入新

动力，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
化互利共赢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强调，双方要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产

能、互联互通、抗疫等领域合作，拓展大

数据、人工智能、数字金融、跨境电商、

绿色能源、绿色基建等创新合作。要增

进民心相通，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

相互理解。

哈萨克斯坦人民党主席叶尔穆罕

默德·叶尔特斯巴耶夫对此深感振奋。

他认为，哈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对哈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期待未来哈中

贸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愿两国在开展

联合生产、建立现代化合资企业等方面

的合作更上层楼。

“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下，哈萨

克斯坦凭借地理优势，成为东西方贸易

往来的受益者。”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

图书馆副馆长铁木尔·沙伊梅尔格诺夫

尤其关注哈中产能合作。他注意到，此

次访问讨论的相关合作项目涵盖多个

领域，认为双方合作能够为哈萨克斯坦

带来更多投资，助力哈提高工业水平。

希纳利耶夫曾到访中国河北，与中

国企业间的良好合作令他印象深刻。

他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走深

走实的同时，也被赋予更多时代内涵。

他说，哈中高水平合作不仅体现在经贸

合作上，也体现在频繁的文化互动上。

“中国为哈萨克斯坦学生在华学习提供

支持，这大大推动了两国文化领域的交

流合作。”

作为哈萨克斯坦金融界资深人士，

阿斯哈特·若尔穆尔扎耶夫对未来哈中

进一步拓展金融合作充满期待。他说：

“习近平主席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提出了新希望。近年来哈中金融合作

蓬勃发展，我也希望能为之贡献自己的

力量。”

加强多边机制框架内合作 共
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两国元首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

主张就全球和地区和平、安全和合作问

题进一步加强协调。中国和哈萨克斯

坦愿积极开展协作，落实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安全倡议，对当今世界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马尔德巴耶夫指出，当前，

安全问题是全球需要关注的优先事项

之一。哈中两国实现和平发展、深化各

领域合作，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

叶尔特斯巴耶夫注意到，哈中两国

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中开展高

水平合作，在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等方

面合作卓有成效，为维护两国和地区安

全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哈萨克斯坦真理报》社长季汉·

卡姆扎别库雷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

在安全问题上的主张，认为这些主张

将促进各方携手维护共同安全、实现

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若想实现繁荣发展，安全与稳定

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哈萨克斯坦

中国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哈纳特·拜赛

克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

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

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

题。哈中两国在多边机制框架内密切

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精心打造中哈关系下一个“黄金30年”
——哈萨克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国事访问成果

新华社记者

这是9月14日拍摄的佃起村稻田创意画。

在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佃起村，130亩水稻即将迎来丰收。佃起村地势低洼、水草丰美，水稻种植

历史悠久。近年来，该村通过种植不同品种的水稻形成彩色稻田创意画，并养殖螃蟹实现蟹稻共生，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红色的机械臂动作精准、蛇形特种

机器人伸缩自如……走进沈阳新松机

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万平方米的

车间，俨然进入一个机器人的世界。

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考察，鼓励员工“在各领域勇于创新、勇

攀高峰”。

这段时间，公司组织广大干部职工

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各车间班组踊跃开展技术创新比

武，越来越多的青年技术人员积极参与

到重点难点技术攻关项目中，争挑重

担。

为了将一批出口海外的移动机器

人调试至最佳状态，34岁的工艺调试工

程师陈赏和同事们放弃中秋假期，一直

忙碌着。

“有了金刚钻，咱才敢揽瓷器活。”

陈赏说，“我们青年科技人员牢记总书

记嘱托，既要紧盯科技前沿，也要苦练

本领，用开拓创新的实绩来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实现新时代东北振兴，创新是关

键。

9月5日，由辽宁材料实验室、辽宁

辽河实验室、辽宁滨海实验室和辽宁黄

海实验室组成的辽宁实验室正式挂牌。

新成立的辽宁实验室聚焦新材料、

智能制造、洁净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

力争在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上突破“卡脖

子”难题。

“我们期盼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重点部署。

相信实现辽宁振兴发展必将获得新的

动力。”辽宁省科技厅厅长王力威说。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辽宁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

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正下

大力气做好结构调整的“三篇大文章”，

以只争朝夕的气魄，向着构建多点支

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

局这一目标不断迈进。

夜已深，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厂

区仍灯火通明，多种具备国际领先品质

的精细化工原料从这里产出。

这家“织”出过新中国第一块“的确

良”的老牌石化企业，正在通过延伸“油

头”、做强“化尾”，实现技术创新突破。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国有

企业就要在保障国家产业安全上打头

阵、当先锋。”辽阳石化聚酯厂党委书记

那雪说，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开动脑

筋闯市场，调整结构开发更多高端产

品，就能让下游化工企业用上更多国产

原料，把产业振兴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

基点上。

以优化营商环境的加速度，不断增

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中秋节前，抚顺市民房华走进沈抚

改革创新示范区政务服务中心。9点20

分提出申请，不到 11 点就办齐所有证

照，他申办的沈阳市怡诚实业有限公司

可以正式营业了。

“党的二十大将要胜利召开，市场

主体对发展前景更加看好，发展需求更

加强烈。”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

卓明说，辽宁将持续发力，打造更好的

安商兴商发展环境，为市场主体减负激

活力，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中秋假期，在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

区，居民们纷纷来到党群服务中心参观

图片展，畅谈社区这十年的巨大变化。

“现在小区的路灯更亮了，绿植更

多了，居民的生活也更加便利了。”说起

变化，77岁居民李水满面笑容。

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牡丹社

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去年，辽宁改

造上千个城镇老旧小区，着力解决“屋

里冷”“房顶漏”“下水堵”等群众关心的

问题。经过改造，如今的牡丹社区焕然

一新。

近来，牡丹社区的工作人员比平时

更加忙碌。他们不仅要像平时一样，为

解决居民们的急事难事奔忙，还要为了

推出更多便民服务，广泛征求居民们的

意见。

“今年以来，省里以‘喜迎党的二十

大’为主题，持续深入开展城市更新行

动，让更多群众享受宜居生活。”牡丹社

区党委书记王晖说，“我们要把街坊四

邻的事情一件件办好，让大家有稳稳的

幸福感，更多的获得感。”

新华社沈阳电

新
华
社
记
者

曹
智

王
炳
坤

辽
沈
儿
女
以
更
大
担
当
和
作
为
书
写
新
时
代
振
兴
篇
章
，

喜
迎
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召
开—

—

辽
宁
：
厚
植
高
质
量
发
展
沃
土

九月，南方的高温还未完全退

去。晴空白云下，一片片田垄相连，绿

树掩映着栋栋农舍。石子路和栈桥相

连，引导游人前往水中小洲漫步……

这里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

湖南省益阳市谢林港镇清溪村。周

立波以家乡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山乡

巨变》，生动书写了一场农村变革，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今走进其中，

仿佛置身一幅优美的山水田园画里，

鸟语花香，孩童嬉闹，好不快活。

“这些年来，清溪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谢林港镇党委委员、武

装部长欧阳鹏在当地工作多年，见证

村里“山乡再巨变”的发展之路。

他回忆，2013 年以前，清溪村环

境破坏很厉害，村民习惯了向山和水

索要资源，生态资源被无序、过度开

发。村里两大主要产业竹凉席和生

猪产业无序发展，一度导致地表水、

地下水污染严重，空气常年污浊，人

居环境非常差。

2013年，清溪村开始全面整顿竹

凉席和生猪产业。生猪退养、栏舍拆

除后，村里进行了人居环境治理。原

来的猪舍被改造成花园、菜园和广

场，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在益阳高新区

的指导规划下，谢林港镇将过去分散的竹凉席加工点统

一迁入北峰山竹工业园区，并改善工序，对生产环节进

行环保提质改造。

通过采取一系列生态治理措施，清溪村的水变绿

了，空气变好了，人居环境得到改善。村里不仅面貌焕

然一新，还开发了观光、休闲、民宿等产业。

清溪村党总支书记贺志昂介绍，2018年以来，清溪

村启动提质改造，对空间结构重新进行科学规划、整体

开发。

经过改造，村里形成了连环画长廊、清溪荷塘、立波

梨园等20多个景点，开发了精品民宿、清溪剧院、映山

红花谷等优质旅游项目，还建立了十间作家书屋。

百亩荷塘边，建有立波清溪书屋。它由村民卜雪斌

的家改造而成，一楼是书店和会客厅，二楼住人。卜雪

斌在外务工时就爱看书，一双儿女也有阅读的好习惯。

2019年，看到游客络绎不绝涌入清溪村，他感受到故乡

的巨大变化，决定回乡创业。如今，他从农民“变身”成
书店老板，每年的收入相较打工时翻了一番。

“我感觉清溪村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游客，也
吸引着在外打工的村民。”卜雪斌说。记者了解到，2021
年清溪村共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景区内活跃农家乐
达30余家，分散摊点40余家，带动就业420人。

在改造清溪村过程中，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带
动群众成立了500余人的志愿者组织，在环保管理、河道监
督、景区引导等方面贡献了力量。“现在打扑克、麻将的老
百姓少了，大家积极参加镇上发布的招工活动。下了班后
跳广场舞、看花鼓戏，精神面貌积极向上。”贺志昂说。

清溪村的“山乡再巨变”是近年来湖南新农村建设、乡
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全省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
的1987元增加到2021年底的13553元；2021年湖南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295 元，较 2012 年增长
146%。农村通村通组道路、饮水安全、危房改造、义务教

育、基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六个全覆盖”基本实现。

新华社长沙9月15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樊曦 徐皓冰）记者15日
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我国部分在建基础设
施工程取得重要进展。

在甘肃，由中铁十五局集团承建的兰州至张掖三四
线铁路新乌鞘岭隧道进口段8021米掘进任务全部完成，
为10月下旬隧道全面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承建单位中铁十五局集团项目负责人介绍，兰州
至张掖三四线铁路新乌鞘岭隧道建设项目地处祁连山
国家自然保护区高寒高海拔地区。隧道建设者们克服
地质结构复杂、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脆弱等诸多压力，严
格工艺标准、落实流程管理，确保隧道进口段施工任务顺
利完成。

兰州至张掖三四线铁路是甘肃省重点建设项目，线路
途经兰州市、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该铁路对构建甘肃
河西走廊客运通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工程——

广州北江引水工程4号隧洞全面贯通。据承建单位中铁
十八局集团项目负责人介绍，4号隧洞全长11.4公里，是
广州北江引水工程的重难点项目。隧洞施工长度占项
目全长的72.6%，采用国内首台新型敞开式隧道掘进机
（TBM）施工。

广州北江引水工程是广州市构建多水源安全供水
保障体系，完善中心城区应急备用水源的重大民生工程，
工程计划于2024年全面建成通水。

在重庆，渝湘复线高速公路中堡隧道右线顺利贯
通。据承建单位中铁二十四局集团项目负责人介绍，中
堡隧道位于重庆市彭水县，设计采用分离式双洞布置，左
线长2191米，右线长2204米。截至目前，该隧道总体施
工任务有序推进，总体进度已完成95%，预计左线将在9
月底贯通。

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建设里程280公里。全线建成
后，将有效缓解既有G65包茂高速公路渝湘段通行压力。

渤海湾畔，秋风又起，曾经白茫茫

的盐碱地“披”上了缤纷色彩。位于山

东潍坊滨海区的景海果蔬种植合作社

果园里，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红彤彤的

“滨海红”苹果，工人们正忙着摘果。

潍坊滨海区大部分面积是盐碱地，

用当地老人的话说，“养活一棵树比养

孩子还难”。近年来，滨海区通过综合

治理，在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成功打造

了“滨海红”苹果、周疃葡萄、芳青玫瑰

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昔日盐碱地变

成“聚宝盆”。

潍坊市北部濒临渤海湾，丰富的地

下卤水资源使这里成为全国重要的海

盐产地，但当地农民却吃尽了盐碱地的

苦头，“春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风吹

白粉起，就是不打粮”是昔日的真实写

照。

据介绍，潍坊因地制宜开展暗管排

盐、淡水灌溉洗盐、土地平整以及地膜

覆盖抑盐等做法，盐碱地综合利用效果

显著。如今走进潍坊北部的寿光、昌

邑、寒亭、滨海等地，看到的是一番忙碌

的秋日生产图景。

眼下，在潍坊市寒亭区耐盐碱水稻

种植基地，曾经的盐碱地稻穗飘香，5.8

万亩耐盐碱水稻正处于抽穗扬花期，10

月底即可收获。

以前这里的庄稼年年歉收。负责

基地运营的山东滨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田国庆说，改良盐碱地离不开

大水压碱，国网潍坊供电公司在地下铺

设了8.6公里电缆，给106眼机井全部通

电，整个基地配备了新型电气化和智能

化设备。如今的稻田旱能浇、涝可排，

省水省肥省劳力，盐碱滩涂已变为生态

粮仓。

在昌邑市柳疃镇青阜村的农田里，

一人多高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边，传递

着丰收的希望。青阜村党支部书记孙

广洲说，以前这里是盐碱地，通过改良，

现在电通水畅，种上了小麦、玉米等粮

食作物，算下来亩产约1200斤。

潍坊不光在盐碱地里种出粮食，还

采用新技术发展起设施蔬菜。在“蔬菜

之乡”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

的一处处蔬菜大棚内，无土栽培的西红

柿进入开花期，鲜黄色小花点缀在一片

绿丛之间。

双王城距莱州湾约20公里，在这片

盐碱度极重的土地上，当地农民在大棚

里挖出种植槽，铺上防渗膜，填上炉

渣、沙子等作为基质，利用水肥一体化

等先进设备，成功种出了蔬菜。目前，

双王城已经发展蔬菜大棚520多个，在

盐碱滩上打造出绿意盎然的蔬菜种植

基地。

金灿灿的稻子、黄澄澄的玉米、绿

油油的蔬菜、红彤彤的苹果……秋日的

潍坊，曾经沉寂的盐碱大地正鸣奏生

产、生活、生态和谐发展的“交响曲”。

新华社济南9月15日电

新华社海口9月15日电（记者 陈凯姿）记者从海
南省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海南省近年来通过组织实施
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助推乡
村振兴取得实效。

“地理标志是与‘三农’联系密切的知识产权。”海
南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肖超说，2021年7月，海南省发布
了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行动方案，以完善地理标志
产品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质量保证体系为抓手，
着力培育地理标志优势产业。截至目前，海南省共有
116个地理标志产品，“兴隆咖啡”“澄迈桥头地瓜”等
地理标志产品被列入第一、第二批中欧地理标志互认
互保名单。

据介绍，作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
用核准改革试点最早的省份之一，海南省将用标核准
业务纳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全程网办，不断

简化办理流程。自2021年4月起，海南省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的审批时限，从此前的3个月压
缩到1个工作日。一年来，海南新增185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专用标志用标主体，“海口火山荔枝”等用标
市场主体均达10家以上。

肖超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的实施正助推海
南乡村振兴取得实效。目前，品牌价值超过93亿元的

“三亚芒果”种植面积达36万余亩，年产值近60亿元。
三亚市芒果协会按照“企业+基地+农户+旅游+地理标
志”的发展模式，实行村企联动，为农户提供了数万个就
业机会；“乐东金钱树”现有187个种植基地，每年为当
地村民提供上万个柔性工作岗位，市场覆盖国内各大省
份及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文昌鸡”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近年来持续得到强化，养殖场发展到1800余家，年
产值24亿元，成为文昌市重要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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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盐碱地上“粮丰菜绿果飘香”
新华社记者 陈国峰

海南：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

我国部分在建基础设施工程取得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