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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 在黄埔军校建
校 100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中共中央向黄埔军
校同学会表示热烈祝贺，向广大海内外黄埔
同学及其亲属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
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

军队干部的学校。黄埔军校同学会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联系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的
爱国群众团体，成立以来始终秉持“发扬黄埔
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
兴中华”的宗旨，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为
扩大两岸交流合作、反对“台独”分裂、推进祖
国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黄埔军校同学会

要牢记建会宗旨和政治使命，继续弘扬“爱
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
和组织建设，发挥特色优势，坚定反“独”促
统，为同心共圆中国梦广泛凝心聚力。希望
广大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不忘先辈遗志，
勇担时代重任，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纪念黄埔军校建校 100周年暨黄埔军校
同学会成立 40周年座谈会 17日在京举行。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心系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专门向黄埔
军校建校 100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致贺信，充分肯定黄埔军校的历史功绩
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积极贡献，深刻阐明黄
埔军校同学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对海
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提出殷切期望，为做好
新时代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王沪宁表示，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属具
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是推进
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要传承弘
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共同致力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共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坚定
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参与两岸交流
合作，积极推动两岸青年加强交流，共同传承
弘扬中华文化，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交往交融
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不断增进国家民族认
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决维护台海
和平稳定，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黄
埔军校同学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和贺信精神，把牢正确方向、
发挥特色优势、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发挥更
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
石泰峰主持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代表各民主党派中
央、群众团体致贺词。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
书长王东峰出席座谈会。

黄埔军校同学会负责人、台湾黄埔同学
代表在会上发言。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团体负
责同志，有关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海峡两
岸、港澳和海外黄埔同学及亲属代表，省级黄
埔军校同学会负责人等参加座谈会。

习近平致信祝贺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强调

为同心共圆中国梦广泛凝心聚力

6月 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
与干旱日。我国是世界上荒漠
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
地面积超过国土总面积的四分
之一。

20世纪 70年代，“三北”工程
区森林覆盖率仅为 5.05%，每年
风沙天数超过80天。

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防沙
治沙，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加速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
程建设，努力在祖国北疆筑起一
道绵亘万里的绿色屏障。

2023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
建设座谈会，强调“努力创造新
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提
出“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
战”。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共
同推进，“三北”工程这道绿色屏
障正在不断延伸、加固。

加速攻坚推动荒漠化
防治进程

夏日的骄阳，炙烤着浑善达
克沙地。在沙地南端的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站在百万亩
樟子松造林工程滦源镇项目区
观景台远眺，由樟子松、柠条等
乔灌木汇聚而成的“绿色海洋”
令人心旷神怡。绿海边缘，百余
名农牧户正热火朝天地播撒草
种、种植林木。

“环境大变样，终于过上了
踏实日子。”趁着休息的间隙，多
伦县诺尔镇新民村村民马云平
唠起了过去的岁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自然
和人为因素共同影响，多伦县生
态环境急剧恶化。据 2000年卫
星遥感监测显示，全县风蚀沙化
面积达 3365平方公里，占土地总
面积的 87%，还形成了三条大沙
带。“那时空气里整天弥漫着尘
土味，担心村庄被沙子埋了。”

自 2000年开始，当地下定决
心植绿治沙，经过 20多年的“持
久战”，多伦县森林覆盖率由
2000年的 6.8%增加到 37.9%，空
气质量变好了，沙尘暴等自然灾
害的发生频率也显著下降。

“虽然治理效果明显，但我
们还有面积不小的沙化土地没
有完成治理；已经治理的沙化土
地，如果不加以保护，也容易退化。”多伦县委书记王延功
说，借着“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的契机，全县还将进一步推
进沙化土地治理。

在千里之外的宁夏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沙边子村，
向最东边远眺，一片起伏的流动沙丘被草方格织成的巨网
紧紧缚住，柠条等沙生植物点缀其中。治理区域的边缘竖
起了一圈围栏，以防牛羊踩踏这片尚显娇嫩的新绿。

这片黄沙横跨宁夏和内蒙古两地，属于毛乌素沙地。
不久前，这里刚刚打了一场省际联手治沙的攻坚战。

20世纪 80年代，盐池县沙化土地面积占比超过 82%。
经过几十年努力，全县 200万余亩严重沙化土地重披绿装，
唯独剩下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交界的这片沙丘
迟迟未能治理。

盐池县林草服务中心主任孙果告诉记者，过去治沙往
往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各治各的，一些省市县交界处容易留
下林草带断档盲点，直接影响治沙成效。

自“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后，陕甘蒙宁四省区五地共
同签订《毛乌素沙地区域联防联治合作协议》，将单打独斗
变为抱团共进，从四周向中心织网锁沙，顺利推进了省际林
草带断档盲点的治理。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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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
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2年 11月至 2022年 10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团结奋斗》为开卷篇，其他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

《习近平著作选读》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不断夺取新胜
利的伟大历史进程，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立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建设
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英文版自今年 3月出版
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法
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版的对外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
读者系统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认知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对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法文、
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版出版发行

值此黄埔军校建校 100周年暨黄埔军校
同学会成立 40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共中央，向
黄埔军校同学会表示热烈祝贺！向广大海内
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致以诚挚问候！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
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黄埔
军校同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系海内外
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的爱国群众团体，成立以
来始终秉持“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
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服务党和国
家发展大局，为扩大两岸交流合作、反对“台独”
分裂、推进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征程上，黄埔军校同学会要牢记建会
宗旨和政治使命，继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
埔精神，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和组织建设，发
挥特色优势，坚定反“独”促统，为同心共圆中
国梦广泛凝心聚力。希望广大海内外黄埔同
学及其亲属不忘先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积
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习近平
2024年6月16日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贺 信

72岁的桂爱英会编小竹篮，手艺不俗。
城里找不到竹条，老伴单兴平从西北农资城捡来包装

捆扎用的藤条。巧手上下翻舞，只需个把小时，五颜六色的
藤条小篮就编好了。

如今生活好了，竹篮竹筐的实用价值逐渐弱化，但随着
国潮风持续“涨潮”，桂爱英编织的古风古韵的小篮子在“社
区好物群”里被推成“顶流”——有人要买，有人要学。

桂爱英家住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庆春社区澳海清河
坊，子女孝顺、孙辈成器，老两口有退休金，生活无忧。掌握
的这门手艺为众人喜爱，桂爱英“只送不卖”，结果“订单”应
接不暇。

时间一长，老伴看不下去了，结婚近 50年没红过脸，却
为藤条小篮出言相“拦”。

桂爱英明白，老伴是担心自己劳累。可他忽略了，赠
“篮”如“兰”，在带给他人快乐的同时，自己获得的满足感和
成就感足以疗心。

“我们社区是 2015年成立的，现有住户 7045户、1.2万
余人。”庆春社区党委书记赵园园说，为了增进邻里交流，让

“小家”融为“大家”，社区工作者不断挖掘辖区内“能人”“巧
匠”，通过他们的带动，增强社区聚合力，比如 6月初社区举
办的“百家宴”，近百位“能人”显身手，80多道佳肴不重样，
邻里聚餐有爱有趣。

这两天，桂爱英在“赶工”。
“编筐织篓，全在收口。”桂爱英说，这收口有讲究，口一

收，既“收”进了一家情，也“融”进了百家爱。

编筐织篓“融”百家
本报记者 秦 磊

“2022 年，厦门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生
白利平，在海原县人民
医院开展医疗帮扶时，
成立了胃肠专业组，实
施了宁夏首例 NOSES
结直肠全切手术，通过
讲座、查房、病例讨论、
手术带教，增强了我们
医院胃肠外科的硬实
力。”6月17日，海原县人
民医院医生田士林说。

2023年 8月 16日，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胃肠外科张翼耀博
士，在海原县人民医院
为患者杨先生实施了

“腹腔镜下直肠癌根
治 +预防性回肠造瘘
术”。今年 1月 12日又
为杨先生实施了“回肠
造口还纳手术”，术后
恢复良好。

今年 1月 18日，海
原县脑卒中患者方阿姨
因心源性栓子脱落堵塞
了颅内大血管，导致急

性脑栓塞，情况危急。在海原县人民医院帮扶
的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翁磊华博士，立即
为其开展了海原县第一例急诊脑动脉取栓
治疗手术。帮扶中，翁磊华指导当地医生开
展静脉溶栓、脑动脉造影、脑动脉取栓等治
疗，让多项先进医疗技术在海原“生根发芽”。

2017年 1月至 2023年 11月，厦门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共派出 12批医疗队伍共计 68人
次，来到海原县开展医疗帮扶工作，累计在海
原县人民医院诊疗患者 1万多人次，开展手
术近千台。

2022年 6月，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升
级帮扶方式，开展“组团式”帮扶，首批共有
11名专家进驻海原县人民医院。当时，身为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帮扶团队队长和海原
县人民医院院长的徐国华感受到巨大压力：
建成的妇儿综合大楼迟迟无法投用、每年近
2亿元的运营支出难堪重负、医院管理粗放
急需建章立制……面对众多挑战，徐国华及
其帮扶团队毅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借鉴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制度修订海
原县人民医院制度，实行机关早会、院长办公会、
中层干部周会、医院总值班、院长行政查房及
安全生产巡查等制度。实行医院工作量日、
月、季、年报制，调整奖励性绩效分配方案，提
高医务人员积极性。拓展帮扶医院的设备维
修服务资源，医院部分内镜维修费用同比下降
50%以上。经与供货商多轮谈判，将检验科耗
材占比由原先的70%以上控制在50%以下。

柔性引进北京市房山区人民医院心内介
入团队建立介导室，截至目前，开展心血管造
影和取栓手术 186例；全面启用妇儿综合大
楼，改善了儿科患者就医环境和条件；争取闽
宁帮扶资金 35万元用于购置健康体检系统，
提高健康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争取闽宁资金
250万元用于高压氧舱建设，即将正式投入
使用。

改革带来可喜之变，与 2022年相比，海
原县人民医院 2023年门急诊接待量同比增
长 20.85%，病床使用率同比提高 6.43%，住院
人数同比增长21.3%。

“从手术到科研，从救治患者到提升诊疗
水平，帮扶专家把海原县当作自己的家。通过

‘组团式’医疗帮扶，努力为海原打造一支带不
走的医疗队，让好医术扎根海原。”徐国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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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峰）夏日，距离石嘴
山市惠农区城区 20公里外的贺兰山东麓浅
山区，新生林地郁郁葱葱。谁曾想，这里曾
是风吹沙砾跑的茫茫戈壁，如今已被一排排
火炬树覆盖。

“绝大部分树木是由认领了‘林票’的企
业种植，并发展林下经济。”6月 17日，惠农
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叶伟说。

山林权改革以来，石嘴山市聚焦植绿增
绿，突出守绿护绿，探索形成“以林换能”“以
林养林”“以林换碳”“以林融资”模式，探路

“绿水青山”变现，仅惠农区新增营造林
8.5 万亩，预计每年可吸收 109万吨二氧化
碳；发展林下经济 1900亩，可实现年产值

550万元，带动就业 200余人，获批自治区级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企业主动建设“碳汇林”
2000余亩，栽植苗木 14.8万余株，节约造林
资金 2000余万元；建立“以林融资”新渠道，
由国有企业出资 5600万元撬动融资 1.7亿
元，用于贺兰山东麓惠农段生态修复及水资
源调配，解决新建 1.48万亩生态林及原有
2.5万亩公共绿化用水。

石嘴山市“以林换能”点绿成金，建立林
票换能票、能票换钞票、钞票再到林票的“三
票”联动机制。以确权为基础，对已造林、拟
造林的企业进行初步核算，验收合格后颁发
林票；以定值为前提，以造林成本为主要依
据，按照浅山区、山川过渡带、引黄灌区 3个

档次赋予林票价值；以核算为依据，根据造
林成活率变更或核减林票价值，确保林票价
值长期合理稳定；以兑换为关键，持有林票
的企业，可依据林票价值阶梯式兑换能票；
以使用为根本，能票所含一定的用能权，企
业可用于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生产和技改、
扩建及新建项目，有效缓解用能压力；以流
转为保障，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能票所
含用能权在辖区竞拍交易，实现用能指标合
理化、市场化、价值化。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总结经验开放先
行，抢抓山林权改革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机
遇，又推出“林业+光伏”新光伏产业发展模
式，建设“林光互补”“牧光互补”项目。

石嘴山市探路“绿水青山”变现

6月 17日航拍的黄河银川段。近年来，银川市以“源头治理、中段提升、末端兜底”为思路，坚持统筹规划系统治理、岸上岸下综合整治，
持续开展黄河防洪抗汛、河湖水系连通、水环境治理等工作，全力守护黄河安澜。 本报记者 马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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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文旅融合书写多彩“田园诗”紫色产业，贺兰山下绽新颜

多业共振，打好乡村“特色牌” 奏 响 民 族 团 结 和 美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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