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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0日电 7 月 10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
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
色。历史昭示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
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当前，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

口，迫切需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习近 平 强 调 ，中 国 愿 同 各 国 一 道 ，
秉 持 平 等 、互 鉴 、对 话 、包 容 的 文 明 观 ，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文明
对 话 合 作 网 络 ，为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世 界
和 平 发 展 注 入 新 的 动 力 。 希 望 各 位 代

表 深 入 交 流 、凝 聚 共 识 ，为 促 进 各 国 人
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合共生贡献智
慧和力量。

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 10 日在北
京 开 幕 ，主 题 为“ 维 护 人 类 文 明 多 样 性
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漫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处处
可见天鹅元素。在虢国博物馆，出
土于西周时期的玉雕天鹅栩栩如
生；在经济开发区，道路转盘中心矗
立着巨大的天鹅翅膀雕塑；在景区
文创店里，有关天鹅的文创产品最
受游客欢迎……三门峡，这座黄河
岸畔的城市，因天鹅而变得灵动。

三门 峡 是 一 座 典 型 的 资 源 型
矿 业 大 市 。 近 年 来 ，随 着 环 境 治
理力度加大，自然生态逐渐恢复，
白天鹅悄然出现在黄河三门峡库
区，栖息越冬。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在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黄 河 公 园 、湖 滨 区 王 官 黄 河 湿 地
等 地 ，都 有 大 批 白 天 鹅 栖 息 的 身
影。

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三门峡天鹅
湖鸟类环志站站长高如意与天鹅打
了 40 多年的交道。去年 10 月，高如
意与同事们一起出发，驱车 3500 公
里，历时半个月，沿着大天鹅南迁路
线，对大天鹅栖息习惯、食物来源等
进行追踪，获取了珍贵的天鹅繁殖
和迁徙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接下来
更加科学保护天鹅至关重要。”高如
意说。

因与天鹅结缘，高如意见证了
三 门 峡 从“ 矿 山 之 城 ”向“ 天 鹅 之
城 ”的 蜕 变 。 三 门 峡 天 鹅 湖 30 多
年 前 曾 是 一 个 臭 水 沟 。“ 通 过 治
理 ，现 在 这 里 成 了 国 家 城 市 湿 地
公园，不但市民能到此散步休闲，
每 年 冬 季 天 鹅 、红 嘴 鸥 也 会 在 这
里 或 栖 息 觅 食 ，或 自 由 翱 翔 。”高
如意说。

包括三门峡在内的黄河河南段
地处中国中部候鸟迁徙区，随着退
耕还湿、禁排污水、湿地修复、矿山
治理等保护措施不断升级，三门峡
境内 18 条黄河一级支流实现“一泓
清水入黄河”，建成 240 公里复合型
沿 黄 生 态 廊 道 ，森 林 覆 盖 率
50.72%，位居全省第一。

据不完全统计，在三门峡黄河
湿地栖息的野生鸟类从 20 年前的
175 种增加到如今的 315 种，其中包
括黑鹳、大鸨、白头鹤等。“凭借适宜
的气候、优良的水生态、安全的环境
和充足的食物，三门峡成为中国境
内大天鹅栖息越冬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越冬大天鹅数
量从 10 年前的 2000 余只增加至 1.5 万余只，天鹅栖息
地增加到 10 处。”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孟繁昌说。

“每到‘天鹅季’，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拍照
打卡。作为本地人很自豪，是天鹅让更多人认识了这
座美丽的城市。”近年来，三门峡摄影师张明云以镜头
为媒，多次举办以白天鹅等鸟类为题材的摄影展，还
当起义务讲解员，向游客普及天鹅知识，增强大家保
护环境的意识。

“2015 年，一对留在三门峡越冬的大天鹅夫妇生
下了它们的天鹅宝宝，这是野生大天鹅首次在黄河流
域成功自然繁殖出后代。之后的 2023 年、2024 年又有
天鹅宝宝在三门峡出生。”孟繁昌说，十年间，共有 13
只野生天鹅宝宝在三门峡顺利出生，这是三门峡生态
环境逐渐向好的生动注脚。（新华社郑州7月10日电）

本报讯（记者陈林道）日前，省工信厅门户网站公
示了 2025 年河南省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拟确定名单，我
市 14 家企业入选。

据了解，智能工厂（车间）是指综合运用信息技术、
网络技术、智能装备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研发、设计、
工艺、生产、检测、物流、销售、服务等环节的集成优化
和智能管理决策，具备“设备互联、数字互享、系统互
通、业态互融”特征，实现生产效率提高、质量效益提
升、资源消耗减少、运营成本降低、环境生态友好的新
型工厂（车间）。智能工厂（车间）是制造业企业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数字化转型的关
键成果。

此次我市上榜的智能工厂（车间）是：河南仰韶酒
业有限公司、灵宝市新凌铅业有限责任公司、灵宝鸿
宇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万贯实业有限公司、河南
富达精工电气有限公司、河南亿群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义马瑞辉新材料有限公司、灵宝金源朝辉铜业有
限公司、河南三味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献民茶
业有限公司、灵宝黄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弘润
化工有限公司等 12 家企业的智能车间；河南骏通车
辆有限公司、宝武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2 家企业的智能
工厂。

新华社北京7月 10日电（记者潘洁 胡
璐）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 年
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持平，夏
粮总产量 14973.8 万吨（2994.8 亿斤），其中
小麦产量 13816.0 万吨（2763.2 亿斤），全国
夏粮实现稳产丰收。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比
上年减少 3.1亿斤，下降 0.1%；全国夏粮播种
面积 3.99 亿亩，比上年减少 52.0 万亩，下降
0.1%，保持基本稳定；全国夏粮单产 375.6公

斤/亩，比上年增加 0.1公斤/亩，基本持平。
分地区看，主产区中山东、河北、四川分

别增产 4.1亿斤、3.6亿斤和 2.2亿斤，河南、陕
西受旱情影响分别减产 7.1亿斤和 2.9亿斤，
新疆受种植结构调整影响减产4.0亿斤。国家
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魏锋华说，今年全国夏粮
虽略有减产，但减产幅度很小，总体保持稳定。

魏锋华介绍，今年，河南、陕西等主产
区发生了较重旱情，对夏粮生产造成不利
影响。受旱地区积极引水调水，全力抗旱

浇麦，大部农田实现了有效灌溉，有力减轻
了旱情影响，特别是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
设在抗旱减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
其他灾害偏轻发生、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
提升行动等，也是今年夏粮单产在受旱情
影响下能够持平的主要原因。

“2025 年我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为稳
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
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提供了有力支撑。”魏锋华说。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

本报讯（记者王志强）7 月 9 日，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主任栗金强主持并讲话。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许胜高，党组成员、副主
任王云波、郭忠义、周长青和党组成员、秘
书长胡家群出席，副主任李发军列席。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
由之路》；传达学习了中央层面学习教育专
班有关通知和典型案例通报。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意见》的修
订情况、常委会班子学习教育问题整改进
展情况、市委巡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
工 作 准 备 情 况 、市 人 大 制 度 理 论 研 究 会
2025 年度拟立项课题情况的汇报，研究讨
论相关事项，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指出，要一以贯之加强学习。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巡
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握核心要义、提高理
论水平，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行动自觉，奋勇
争先、担当干事，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市委工作要求在常委会及机关落地落实
落细。要一以贯之抓好工作落实。聚焦“两
高四着力”，紧扣现代化三门峡建设中心工
作，持续提升人大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高
质高效推进年度“一要点四计划”工作，以高
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
要一以贯之抓好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将学习教育与业务工作
紧密结合，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机制，加快
形成抓作风促工作、以工作强作风的良性循
环，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人大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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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省媒央媒 看 崤 函

我市 14家智能工厂（车间）
上榜省公示名单

沿黄
风光好

7 月 6 日 ，沿
黄 公 路 三 门 峡 灵
宝东寨段，一路之
隔 ，两 种 色 彩 ，浑
厚 的 黄 河 与 轻 盈
的碧湖沿路并行，

“和谐共生”，宛如
大自然的调色板。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本报讯（记者张静怡）中医药是
中华文明的瑰宝。近年来，我市高度
重视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全面深
化中医药综合改革，依法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为“健康三门峡”建设贡献
中医药力量。

不断完善政策体系。我市制定
出台《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充分发挥医保
政策支持引导作用，提升中医类医疗
机构 DIP 支付比，开展中医日间病房
医保试点结算，及时落地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目前已有中成药 1394 种、中
药饮片 892 种纳入我市医保基金支付
范围，为中医药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同时，加强区域合作，牵头成立豫晋
陕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医医疗合作联
盟，推动中医药资源互补共享。

持续健全服务体系。我市所有
公立中医院均已达到二级甲等以上
水平，其中三门峡市中医院通过三级
甲等中医医院复审，卢氏县中医院、
渑池县中医院成功建成三级中医医
院 ；全 市 拥 有 国 家 中 医 重 点 专 科 1
个，国家中医重点培育专科 1 个，国
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 1 个，建成
2个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3个省
重点中医专科，5 个河南省县级特色
专科。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已
实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馆全覆盖。

着力加强人才引育。引入高层
次师承资源，近年来，共引进中医学
博士 4 名、副高级以上职称或硕士研
究 生 50 余 名 ，柔 性 引 进 国 医 大 师 1
名，全国名中医 2 名，市中医院与天
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战
略合作，带动我市中医药事业实现跨
越式发展。注重中医药高层次人才
培育，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专家及优
秀人才 12 名，省级专家及优秀人才
11 名，累计对我市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骨干
医师进行中医药适宜培训 1551 人次，培育多层次
人才梯队。全市累计建成省、市级科技创新平台
40 个，初步构建起“企业+医疗机构”协同联动的
中医药科研创新体系。

大力促进产业发展。种植结构不断优化，全
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01 万亩，产量 11.84 万吨，
产值 19.44 亿元，是河南省十大药材生产园区之
一，也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材生产园区，种植面积
与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省首位。打造道地药材
品牌，成功选育“伏牛山连翘 1 号”“伏牛山连翘 4
号”等 10 个道地药材新品种；“卢氏连翘”“灵宝杜
仲”“渑池丹参”“渑池柴胡”4 种药材相继获得国
家原产地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积极
延伸二产链条，全市药材规模以上企业发展至 24
家，中药材合作社发展至 262 家，总投资 10.8 亿元
的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项目落地，着力打造全球
植物源抗生素研发制造中心，助推中医药产业链
向高端延伸、价值链向高端攀升、品牌向高端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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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天地。”八
百里太行，壁立千仞，巍然挺起华北
之脊，屹立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

盛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赴山
西考察，过华北平原、穿太行层峦，
来到三晋东大门阳泉。这里，正是
当年正太铁路行经处。

“今天来到这里有特殊意义。”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 88 周年，总
书记来到位于阳泉市狮脑山顶的百
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军烈士
敬献花篮。

骤 雨 初 歇 ，浓 雾 蒙 蒙 ，松 柏 如
盖，苍翠欲滴。青山如丰碑无言，一
种雄浑、凝重的感觉直入肺腑：这是
一座凝铸了民族之魂的大山。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
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深沉激昂的歌声，曾响彻这里的千
山万壑。

对脚下这块土地，习近平总书
记知之甚深。2020 年 5 月那次来山
西，总书记曾谈及那段可歌可泣的
岁月：“山西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的地方，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抗
日战争主战场之一”。

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
据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太行
精神、吕梁精神……一个个耳熟能
详的名词，一页页荡气回肠的史诗。

一座大型锻铜雕塑《奋起的母

亲》与 40 米高的百团大战纪念碑遥
相对应，被束缚的“母亲”紧抓石块，
奋力反抗。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
抔魂。

“石三孩，焦四孩，李五孩，王毛
孩，常小道孩……”《百团大战革命
烈士名录》纪念碑，如长城绵延。稚
气未脱的孩子挺起民族脊梁，用血
肉筑成新的长城。

青山埋忠骨，浩气励后人。
习近平总书记沿着台阶而上，

缓步来到纪念碑前，仔细整理花篮
缎带，向八路军烈士三鞠躬。

百团大战纪念馆里，一块巨大
的怀表将时间定格在 1940 年 8 月 20
日晚 8 时。“空前危险”“空前困难”的
时刻，百团大战不啻一声惊雷，发出
抗战到底的吼声。

驻足、察看、沉思，重温这段历
史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话 掷 地 有 声 ：

“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
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
争的磅礴力量。”

纪念馆大厅，总书记同青少年
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切交流。

“百团大战 光耀千秋”的铜色
浮雕上，高擎红旗、手握刀枪、勇毅
向前的年轻战士组成铜墙铁壁。大
家凝神倾听，站在前排的孩子们，胸

前的红领巾格外鲜艳。
习近平总书记字字铿锵：“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孩子们要争做民
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建得
更加强盛。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希望你们好好
努力、奋发图强，做一个堂堂正正、
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上世纪初，山西第一条铁路正
太铁路开通。太行山中的阳泉，由
一个小车站发展起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来到
这里，看到阳泉境内铁路沿线丰富
的资源，畅想“以平定煤铸太行铁，
将来可操全国实业界之牛耳”。战
火纷飞的年代，这只能是遥不可及
的梦想。

浴火重生的战斗史，淬火成钢
的发展史，贯穿着同样的“越是艰险
越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阳泉阀门股
份有限公司考察。

专注闸阀，把最擅长的事做到
极致，经历市场经济的洗礼，闯过体
制改革的阵痛，以技术创新开辟新
赛道……百年老厂的艰难蜕变，浓
缩了一部民族工业的历史。

向总书记介绍情况的企业负责
人，1995 年进厂工作，经历了阳阀紧
跟时代转型重生的历程，深有感触：

“凡是畏畏缩缩、改革不彻底，企业

就陷入困境，凡是抓住机遇、大胆改
革，企业就蓬勃发展。”

面对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的产
业工人，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催人
奋进：“我国的工业发展，过去是靠
一榔头一锤子地敲，今天要靠先进
技 术 和 装 备 来 提 升 水 平 。 实 业 兴
国，实干兴邦。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更上层楼，为建设制造强国多作贡
献。”

山西，兴于煤，也困于煤。乌金
滚滚，几多荣光，“点亮过全国一半
的灯”，然而，时代车辙转换，隆隆声
远，也一度面临前路的彷徨。

全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
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党中央交给山
西的一项战略任务”，期望不可谓不
深、任务不可谓不重。

这些年，多次到山西考察，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叮嘱：“用好这一机遇”

“ 要 有 紧 迫 感 ”“ 不 要 反 复 、不 要 折
腾，争取早日蹚出一条转型发展的
新路子”。

这一次，进一步明确认识论和
方法论——

要“坚定”：“要保持定力，经得
起阵痛，克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
心态，跳出煤炭行情好时不愿转、煤
炭行情差时转不动的怪圈”。

要“有序”：“稳扎稳打、步步为

营”“不要一哄而上，‘金娃娃’还没
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扔了”。

破解一煤独大，抓好能源转型，
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适度
多元发展……一言以蔽之，就是要

“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
进”。

转型之路不容踌躇，需要的正
是“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决绝，正是

“看准了就抓紧干”的担当，正是“一
榔头一锤子地敲”的韧劲。

干革命，搞建设，促改革，谋发
展 ，历 史 每 前 进 一 步 都 伴 随 着 阵
痛。探索注定是掘进式的，而其意
义则必将是开创性的。

80 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
大上发表《愚公移山》著名讲话，引
用愚公搬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
传说，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
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讲述山西右玉县 70 多年几代人
接力奋斗，把“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
洲”的故事，强调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
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

困难是一点点搬，成功是一代
代 挣 ，有 了 这 股 精 神 ，就 能 播 绿 成
荫 、驱 山 赶 海 ，这 是 颠 扑 不 破 的 历
史 昭 示 ，这 是 再 创 辉 煌 的 必 由 之
路。 （新华社太原7月10日电）

挺起民族脊梁， 出发展新路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张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