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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2月1日电（记者 梅常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11 月 29 日到武警海警总队
东海海区指挥部视察，强调要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握海警力量建设运
用特点规律，提高海上维权执法能力。

初冬的上海，风景秀丽，清爽宜人。
上午 10 时 15 分许，习近平来到东海海区
指挥部机关，在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见
该指挥部有关同志，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东海海区指挥部
工作汇报，通过视频察看海警舰艇编队
执行任务情况。习近平对东海海区指挥

部建设和完成任务情况给予肯定。
习近平强调，要有效维权执法，坚决

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要建立
健全海上执法协作配合机制，依法严厉
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我国海洋
经济健康发展。要务实开展海上执法对
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海洋
治理。

习近平指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加强整体谋划和工作统筹，制定好路
线图、施工图，扎扎实实提高指挥部建设
水平。要抓好相关改革任务落实，推动
力量体系优化升级，为指挥部建设创造

更好条件。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加强指挥部党

的建设，确保政治过硬。第二批主题教
育正在深入开展，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取得扎实成
效。要严格教育管理，狠抓经常性基础
性工作落实，确保秩序正规、安全稳定。
要高度重视基层建设，锻造坚强战斗堡
垒，提高基层自建能力。各级要满腔热
忱为基层排忧解难，激发大家干事创业
积 极 性 ，齐 心 协 力 开 创 指 挥 部 建 设 新
局面。

何卫东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在视察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时强调

把握海警力量建设运用特点规律
提 高 海 上 维 权 执 法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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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今年收成好！这一盘得有 20 斤，按
照现在的行情，至少值 240 元。”重庆市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村民陈朋
提及今年黄精种植收益，脸上乐开了花。

地处渝东南大山深处的华溪村，曾
是深度贫困村，从前村民普遍以种植玉
米、红薯、土豆“三大坨”为生，日子过得
紧巴巴，大多青壮年选择外出谋生。

当地山林一直长有野生黄精，2018
年，华溪村调整产业布局，将黄精与蜜
蜂、黄连一起作为主打产业。随后，该村
就通过与皱皮木瓜进行套种的方式落地
了 220亩黄精产业基地。

“这产业选得真准！”陈朋曾是贫困

户，2018 年他将闲置土地流转给村集体，
由村集体引资打造黄精产业，又从村里
返包了 6 亩多黄精地，如今已成为村里响
当当的种植大户。

“我们将村集体发展的 220 亩黄精产
业基地，切块划分为 5 亩左右地块，返包
给 42 户农户进行管理。村集体负责管护
期间的肥料、药物等物资，村民只需按照
时令除草、施肥，3 年每亩有 2400 元管护
工资，而且管护地块按 20%效益分红。”
华溪村党支部书记王祥生介绍，在黄精
产业带动下，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流转费、管护费、分红……每一笔
收益都很可观！”陈朋向记者算了一笔
账，一般黄精种植 4-5 年可以收获，每亩
地可采收黄精 5000 多斤，按照今年市场

价每斤 12 元计算，每亩黄精能卖 6 万元
左右，6 亩地光是分红就有 7 万多元。

如今，华溪村的黄精种植达到 730
亩，已构建起从育苗、种植到精深加工的
全产业链条。村集体建成黄精育苗基地
15 亩，目前累计已销售 129.9 万株，总销
售额达 64.46 万元。同时还开发了黄精
面条、黄精蜜片、黄精果脯等 11 款精深加
工产品，针对农家乐推出了黄精炖鸡等
特色菜。预计到今年底，村集体收益可
达 198万元。

“目前，华溪村已签订了 2800 万元的
出口订单，黄精面出口到加拿大等 11 个
国家和地区。”王祥生说，华溪村的黄精
已从小村子“漂洋过海”到了国际大市
场，走出了一条产业发展“黄金路”。

□□ 孙眉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受到有关国际
组织、各国政府及消费者的高度关注。国际
食品安全标准主要由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制定。这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成立的，是
政府间协调各成员国食品法规标准和方法并
制定国际食品法典的唯一的国际机构。其所
制定的食品标准被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
为国际贸易争端裁决的依据。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于2003年起
先后通过了4个有关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性
评价的标准。依据国际标准，目前国际上对
转基因生物的食用安全性评价主要从营养学
评价、新表达物质毒理学评价、致敏性评价等

方面进行评估。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机构负
责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评价，在美国主要
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负责，在欧盟是欧
盟食品安全局负责，在中国是农业农村部负
责。各国安全评价的程序和方法虽然有所不
同，但总的评价原则都是按照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的标准制定的，包括科学原则、比较分
析原则、个案分析原则等。转基因食品入市
前都要通过严格的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比
任何一种传统食品的安全评价都要严格。

国际上如何进行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评价？

华溪村：黄精生“黄金”

□□ 新华社记者

放眼中国经济版图，长三角地区以 4%的
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约 17%的人口，创造了
全国近 1/4 的经济总量，是经济最活跃、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1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
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要求长三角“进一步提升创新能
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率先形成更高层
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2018 年 11 月 5 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
郑重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赋予长三角重大历
史 使 命 ，为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发 展 注 入 强 大
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明确指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使
命、重点任务、方法路径、根本保障，为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长三角地区紧
扣“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
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
位，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奋力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长三角新篇章。

“必须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1 月 8 日，随着一声发车指令，一列满载
输配电设备及工程机械、光学仪器等货物的
列车缓缓从上海铁路闵行站驶出。列车将沿
沪昆铁路一路向南，从云南磨憨口岸出境，沿
中老铁路驶往老挝万象。

第六届进博会期间，2023 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高质量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在上海举
行，近千名参会者从视频中见证了“中老班
列－G60 号”国际货运班列首发仪式。

发源于上海松江区的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不仅在地理空间不断延伸拓展，更在
创 新 生 态 与 协 作 网 络 上 提 质 增 能 。 五 年
来，G60 科创走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
比重从 1/12 上升到 1/8，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从 11.5%上升到 15%……

长三角，这片面积约 35.8 万平方公里的
中国东部发展热土，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
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举足轻重。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上海工作期间，深入
思考、积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
时代，这片区域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应当承担
什么样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站在全局
高度精心谋划，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按下“快
进键”。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
时强调，“继续完善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
制”“努力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
发展”。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
讲，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
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
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
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
布局”，翻开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随后在上海市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对
上海以及长三角发展提出明确要求：“要在推
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
好，使之成为我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

起手布局，落子成势。
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长三角地

区考察调研，主持召开一系列相关会议，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阶段给予指引。

谋定而后动。制定《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
工作。

2019 年 5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这一规划纲
要。会议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
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
华 东 地 区 发 展 ，形 成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区 域
集群。

同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
察时指出，长三角三省一市要增强大局意识、
全局观念，抓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贯彻落实，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
域、重大项目、重大平台，把一体化发展的文
章做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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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僧伽罗文版分享交流会日前在斯里兰卡
首都科伦坡举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12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听取生物
育种产业化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措施，在严格监
管、严控风险前提下，稳慎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均据新华社电）

要闻简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炜

何红卫 颜旭

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风味。飘
香华夏的白云边、闻名荆楚的松滋鸡、
全国畅销的小南海莲藕……这些之于
松滋人，在家是舌尖饕餮，在外是乡愁
所寄；而之于松滋市，则既是乡村特色
产业，也作城市亮丽名片。

“松滋人，礼性大，进门就把椅子
拿。毛把烟，砂罐茶，开口就是哦嗬
嗒……”好客的松滋人，热情地将自然
的馈赠分享与人，松滋独具的资源随
之转化为特色产业——粮食、畜禽、果
蔬、休闲农业四大产业延链强链，一批
特色农产品加工领军龙头和农业品牌
精品井喷泉涌，带动乡村产业红红火
火，支撑全域经济活力十足。

“松滋不仅要输出特色优质农产
品、做好‘土特产’文章，更应为江汉
平原乃至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输送模
式经验，为全国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
转型迈进蹚出一条路子！”在松滋市委
书记沈先武看来，作为全国粮食生产
大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长江中游宽皮柑橘优势
产区，松滋的县情农情有典型性，强农
探索的价值有普遍性，松滋担当这样
的使命是必然的！

做足“土”的原味——
依托特色资源，放大品牌效应

山接武陵，水归洞庭；荆江奔涌，
江汉平阔。每一个走进松滋的人，无
不被这里的自然环境所打动。地处武
陵山脉与江汉平原结合部，松滋六山
一水三分田，地貌独特，风光旖旎，山
泉众多。

山泉林溪汇聚，洈水河哺育了享
有盛誉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松滋
大米。“山泉水，叮咚响；松滋米，甜又
香。”当地民谣凝练而生动地介绍了松
滋大米香软甜爽的品质，以及孕育出
她的独特气候。松滋人喜欢用土法焖
制，如此而得的米饭香韧可口，爽滑不
糙，柔而不糯，回味绵长。

大自然天造地设，小环境偶发而
得。1870 年长江干堤松滋段黄家铺溃
口，将此冲击成面积约 40 平方公里的
湖泊，史称“小南海”。这里土壤肥

沃，水体清澈，湖河沟渠纵横交错，堰
塘水洼如碧玉散落，滩涂湿地面积广
大。因河水冲积而成的黑色土壤里富
含有机质和多种营养元素，看上去肥
得流油。水秀则荷香，“小南海”里种
出的藕表皮白嫩，有着“香妃手”和

“珍珠白”的美誉。
得天独厚的生态水土，辅以农人的

精耕细作，能孕育优质的农产品，但无
法天然生出强势农业产业。为把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松滋下大力气提升
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完
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下狠功夫提升产
业聚集度、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鸡肉鲜美、爽滑、香韧、耐嚼，油
而不腻……”松滋市红光禽业养殖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章华军一边介绍，一
边引着记者走进这一国家级示范社
的基地。成群的土鸡在林间穿梭，咕
咕咕叫个不停。这些土鸡虽然在丘
陵山区间散养，但由于合作社采取

“六统一”养殖管理服务，能确保土鸡
专业化养殖、标准化出栏，既保证了
品质，也为做大规模、做强产业奠定
了基础。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日前，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等有关部门
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四川将
实施五大工程，聚焦补短板、强支撑、促
提升，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省建设，全面
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实施农业生产源头治理工程。围绕加
强农产品产地环境监管、农业投入品经营
管理，推广科学用药用肥 3个方面，提出了
一系列治理措施，包括实施耕地生产障碍
修复利用试点、建立健全农药包装等废弃

物回收处理体系、推进畜禽粪污等资源化
利用、开展农资经营标准化门店建设等。

实施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工程。重
点就构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安全、
质量、服务等标准制定；推动农业标准化
生产，开展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提升标
准服务供给能力，大力发展绿色、有机、
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名特优新农产品。

实施农产品精细化监管工程。在强
化基层网格化管理方面，提出开展乡镇
监管服务站星级化、标准化建设，探索协
管员专职化，建立精准监管服务机制；同

时，在农产品溯源管理、落实农产品市场
准入机制、突出问题攻坚治理、监管机制
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多项措施。

实施农产品质量监测升级工程。要
加大农产品抽检力度，逐年提高监测密
度，到 2025 年，全省抽检农产品样品量达
到 2 批次/千人。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社会共治工
程。压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加强小农
户监管；发动群众参与治理，将农产品质
量安全纳入公益性宣传范围，持续提振

“川字号”农产品消费信心。

四川实施五大工程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省

锚定“土特产”细烹“松滋味”
——湖北松滋市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掠影

看 振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