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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6月 2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青海考察时强调，青海要认真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青海在
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民族团结、共同富
裕，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6月 18日至19日，习近平在青海省委书记陈刚和省长吴晓军
陪同下，深入西宁市的学校、宗教场所等进行调研。

18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考察。这是
一所隶属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寄宿制中学，由上海市投资援
建。习近平听取上海等东部地区援助青海教育工作和学校建
设情况介绍，详细询问学生构成、课程设置、体育锻炼、普通话
水平等情况，走进食堂、宿舍楼察看学生就餐和住宿条件，嘱咐
食堂工作人员一定要确保学生饮食安全、营养可口。之后，他
来到高一（1）班教室，观摩“新时代、新家乡”主题思政课。了解
到学校将思政课内容融入日常教学，听了孩子们讲述新时代家
乡的可喜变化，看了孩子们的画作，习近平十分高兴。他说，包
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
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学校思政课的一个重点，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故事，讲好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故

事，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
教学楼前广场上，师生们纷纷围拢过来，高声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亲切地对大家说，我到西宁第一站就来看望老师和
同学们。上海援建的这所中学，培养来自果洛牧区的各民族孩
子，成效明显，意义深远。希望孩子们倍加珍惜这里的良好条
件，心怀感恩、好好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立志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努力为自己赢得人生出
彩的机会。他祝孩子们学有所成、健康成长。

随后，习近平来到位于西宁市城中区的宏觉寺。在寺前院
落，宏觉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向总书记敬献哈达，僧人提
香炉、持宝伞迎接总书记。习近平参观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基地展陈等，了解寺庙历史沿革、老一辈革命家关心推动民
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情况。他走进大殿，听取寺庙加强日常管
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宏觉寺这座
千年古刹，在增进历代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联系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要保护好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作出新贡献。要向
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把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宗教
工作做得更好。习近平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广大信教群
众团结奋斗。希望青海藏传佛教界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促
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
积极作用。

19日上午，习近平听取青海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青

海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习近平指出，青海承担着维护生态安全的重大使命，产业

发展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
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有效集聚资源要素，加快建设
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坚持科技研发
和成果转化两手抓，广泛应用新技术，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对接长江经济
带发展等重大战略，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统筹省内区域
协调发展，发挥好西宁、海东、海西支撑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县
域经济、特色产业。

习近平强调，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丰富多样、也十分脆弱，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是这一区域的主要任
务。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实施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法，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把青藏高原建设成为
生态文明高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生态环
境保护成效。重中之重是把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守护好，保
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
然保护地典范。有序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发展生态友好型
产业，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扎实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统筹谋划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着力增强基本公共
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乡村振兴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个重点，
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种业振兴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响
高原土特产品牌。推进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推动移风易俗。落
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继续做好
积石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习近平强调，青海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省份，要继
续做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大政方针，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广泛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广泛交往交
流交融。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
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特别是宗教活动
场所管理。

习近平指出，目前正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要真抓实学、善
始善终，以学纪知纪明纪促进遵纪守纪执纪。大力弘扬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青藏高原精神，激励党员、干部进一
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锐意进取、担当作为。坚持党性党风党
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正气
充盈的社会生态。

李干杰、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
考察。

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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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0日电 6月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坎加卢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比地区重要国家，
也是中国在该地区全面合作伙伴。中特建交 50年来，两国关
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
果丰硕，造福了两国人民。我高度重视中特关系发展，愿同总
统女士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机，持续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特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

坎加卢表示，特中建交基于双方对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与

合作的共同愿望。长期以来，特中始终不忘建交初心，不断拉
紧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相信新时期特中关系将不断给两国
带来福祉。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互
致贺电。李强表示，特多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好朋友、好伙
伴，建交 50年来，两国合作富有成果。中方重视中特关系，愿
同特方不断拓展和深化双方互利合作。

罗利表示，特中关系建立在互尊互信、互不干涉内政基础
上，符合双方利益。特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同中
方一道，促进两国民众安宁幸福。

就中特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互致贺电

习近平向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眼下，正值夏秋灌高峰期，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陕
甘宁盐环定扬黄工程以每日近百万立方米的引水量，向陕甘宁
革命老区送上“幸福水”。

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的盐池县，受益于盐环定扬黄工程，
生机无限。

近日，地处旱塬深处的盐池县冯记沟乡马儿庄村，是一幅
让村民安心的画面：黄河水蓄满了村子东南角的水库，绿地草
坪环抱村部，齐腰的玉米郁郁葱葱，长势格外喜人。

“过去这里种庄稼靠天吃饭，无法维持生活，所以不是放羊
就是跟着父母到处挖甘草。自从盐环定扬黄工程建成以来，村
里有了水浇地，粮食产量增长了十几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往
事，在村民白学锋的诉说中一帧帧回放，村里 700多口人，仅有
一口井，常常是人与牛羊共饮一坑积水。更要命的是高氟水引
起的地方病发病率高达 70%，佝偻病让人“低头看不见脚尖，抬
头看不见蓝天”。人们还要面临风沙的威胁，村民冯立珍这样
形容：“过去风沙大的时候，打得人都走不了，风刮得眼前三四
米外都看不清。”

革命老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三区叠加”，让这片土
地承受了更多重负。经过8年建设，1996年，盐环定扬黄工程
共用工程全线投入使用。党中央的关怀，为盐环定地区儿
女带来无限希望。旱塬上的人们说起水，满心最念党
的恩。

黄河水浇灌后的大地，今非昔比。近年来，马儿庄村对1.07万
亩耕地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通过精确感知、远程传输和智能

分析，实现精确用水、高效节水。亩均用水量减少了60%，用肥量
减少了36%，玉米亩产由600公斤增加到700公斤以上。过去1万
多亩耕地灌溉由500多人完成，如今仅需10余人管理，尽显现代
农业“科技范”。

2021年，马儿庄村村集体经济收入120万元，专门拿出43万
元给全体村民分红，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200万元。

“如今水肥一体化、智能化滴灌、自动化挤奶、生态牧场、滩羊营
养套餐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不仅把大量劳力解放出来，也让村
集体和农民收入实现双增长。”马儿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关尚锋说，有党的好政策支持，现在村民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借助现代科技，村民们干劲十足，
对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水润旱塬，甜了百姓心，更带来产业兴。

近日，在盐池县恒萱达黄花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加
紧调试维修晾晒加工黄花的设备，精心做好准备工作，迎接即
将到来的黄花集中采摘期。

“我们合作社 2018年成立，投资 200多万元，占地 20亩，现
在发展为集收购、加工、晒晾、包装等一条龙服务的专业合作
社。我们不断创新黄花的蒸制、加工工艺，实现黄花加工向数
字化、智能化、标准化转型升级。”该合作社负责人何江说，敢在
黄花菜产业上持续注资投入，最大底气来自稳定的水源，最大
信心来自市场的向好。

盐池县将黄花菜产业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目前
黄花菜种植面积达到 8.1万亩，每年实现产值 2.6亿元，带动全
县黄花菜种植户 3000余户，户均年增收 5万余元，成为村民稳
步增收的“致富花”。

水润旱塬党恩深
本报记者 裴云云

6月骄阳似火，盈盈红果缀满青绿枝头，宁夏
头茬枸杞迎来一年一度采摘丰收季。

枸杞基地里，采摘工人穿梭于田地间，熟练
地摘下成熟的鲜枸杞放到提篮中；实验室内，科
研人员以枸杞提取物为突破点，进行着新产品的
应用转化；网络平台上，不同品类的枸杞产品凭
借流量加持，吸引天南地北的消费者热情下单……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宁夏枸杞种
植保有面积达 32.5万亩，鲜果产量 32万吨，全区
枸杞规上企业 30家，枸杞产品达十大类 120余
种，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290亿元。

近年来，宁夏现代枸杞产业聚焦打造千亿级
产业，不断拓宽链条维度，跑出“六特”产业高质量
发展加速度，实现质效提升、产销两旺。质量体系、
创新升级、品牌提升、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内容的同
频共振，让宁夏枸杞以更挺拔的身姿逐梦“蓝海”。

质量的深度

2023年，宁夏与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STC）
建立合作机制，合力搭建四级检验检测体系，实
现枸杞产品和药品检验检测技术和质量体系安
全控制水平的共同提升。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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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8日至 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海考察。这是18日下午，习近平在果洛西宁民族中学
考察时，同师生们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6月 18日至 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海考察。这是 18日下午，习近平在位于
西宁市城中区的宏觉寺考察。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