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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 孙奕）
4 月 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惠。

习近平请王庭惠转达对阮富仲总书
记的亲切问候。习近平指出，去年年底
我访问越南期间，和阮富仲总书记共同
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
体，开启了中越关系新篇章。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我同阮富仲总书记达成的共
识正在得到落实。志同道合、命运与共
是中越关系最鲜明的特征，“同志加兄
弟”是中越两党两国传统友谊最生动的
写照。双方要共同努力，推动中越命运
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服务各自现
代化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世界
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
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捍卫社会主义制
度、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是中越双方

共同利益所在。双方要以高水平互信
铸牢中越命运共同体意识，以高质量合
作夯实中越命运共同体根基，以高度政
治智慧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
方愿同越方加强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发挥好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的
统筹协调作用，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丰富
青年、友城等渠道交流。希望双方立法
机构深化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监
督经验等互学互鉴，为增进两国民间友
好发挥重要作用。

王庭惠转达阮富仲总书记对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福。表示，
作为同志加兄弟，越南党和政府高度赞
赏中国的发展进步，由衷钦佩中共十八
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今年中国两会确立发展新质
生 产 力 等 目 标 ，是 社 会 主 义 的 创 新 之

举，为越南提供了有益参考。相信中国
必将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
裂活动，香港、新疆、西藏事务也都是中
国内政，中国必将保持长期稳定繁荣。
越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中国
作为越南对外关系的头等优先战略选
择，将按照阮富仲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
确立的“六个更”目标，同中方密切各层
级 交 流 合 作 ，持 续 巩 固 高 水 平 政 治 互
信，积极推进“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
对接。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保
持 密 切 交 往 交 流 ，为 夯 实 两 国 民 间 友
好、推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
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

王毅、王东明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惠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 孙奕）
4 月 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会见法国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梅里埃
夫妇。

习近平对梅里埃夫妇以及梅里埃基
金会长期以来对中法关系发展以及中国
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赞赏。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进入变乱交织的动荡期。
人类社会不仅要应对新冠疫情等卫生

健康挑战，也要面对巴以冲突、乌克兰
危机等地缘冲突。中方始终主张要和
平，不要战争，呼吁止战促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60 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和发
展中法关系，两国友好历久弥坚。中方
珍视中法友谊，愿同法方进一步加强高
层交往，密切交流合作，推动中法关系
迈上更高水平。长期以来，中法在卫生
健康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取得丰硕

成果。欢迎梅里埃基金会继续同中方
深化合作。

梅里埃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百忙
之中拨冗会见，这充分体现了对法国人
民的友好情谊，令人感动。我和中国的
交往和情谊始于 46 年前。多年来，我始
终关注和钦佩中国的发展进步。梅里埃
基金会将继续积极促进法中友好和卫生
健康合作。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法国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梅里埃夫妇

4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惠。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经党中央批
准，二十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将对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
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海关总署、国
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知识产权
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能源
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外汇管理
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地质调查局、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进出口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
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等 34 家单位党委（党组）
开展常规巡视。

二十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对象公布

□□ 钟华论

春天的中国，生机勃发，活力奔涌。
从广袤原野到繁华都市，从生产车

间到研发场所，从辽阔大洋到浩瀚太空，
处处涌动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热潮。向

“新”而行，以“质”致远，发展新质生产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描绘着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图景。

“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这
个底气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激
荡人心。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上，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
号角已经吹响，奋斗正当其时！

（一）

“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
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久前，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考察并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对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作 出 新 部 署 、提 出 新
要求。

从在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
产力”，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发
展新质生产力”；从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
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系统阐述，
到在全国两会上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准确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和经济发
展趋势，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重
大论断，阐明其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
践路径和科学方法论，深刻回答了“什么
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
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
成果，对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
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
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
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
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
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
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
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
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
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的生产劳
动过程，必须具备三个因素：劳动者的劳
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下转第二版）

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陈炜伟 李昌
瑞）记者 8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
务院近日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行动方案（2024-2030年）》，全面实施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方位夯
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行动方案提出，到 2030年实现新增粮
食产能千亿斤以上，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进一步增强。行动方案明确了“巩固提升口
粮、主攻玉米大豆、兼顾薯类杂粮”的分品种
增产思路，提出巩固提升优势产区，挖掘其
他地区潜力，调整优化粮食生产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将聚
焦 720 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指导地方
加快实施农业节水供水、高标准农田建设、
种业振兴、粮食单产提升、农业机械化提
升、农业防灾减灾等支撑性重大工程。

我国全面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 胡剑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上盘、铺土、洒水、播种、撒药、盖
土等工序一气呵成，一个个育秧盘制
作完成，再由工人放到育秧温棚内催
芽……近日，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
双溪桥镇永兴农机专业合作社水稻机
插育秧流水线作业演示现场，一条自
动化水稻育秧生产线马力全开，几名
工人在生产线上娴熟地操作着。

“过去犁耙闹春耕，如今农机闹春
耕。”合作社负责人吴佑明边指导村民
搬秧盘边说，合作社花了 6 万元购机，

国家政策补贴 2 万元，一次投资，多次
利用，很划算。

“秧好一半稻，苗好三分收。”咸安
区农机化技术推广站站长余社平介绍，
与传统秧田育秧相比，机械化育秧更省
时、省力、省投入，且采用流水线育秧方
式谷种播撒均匀，提升了生产效率。

近年来，咸安区持续推广耕、种、
管、收、储全程机械化作业，重点抓好春
耕备耕机械化新技术、新模式、新领域
等示范推广，并给予农户、农企、专业合
作社诸多政策、技术和资金上的支
持。后期咸安区还将继续对农机主体
开展春耕备耕安全知识培训、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宣传，对购买粮食
生产农机具做到优先办理、应补尽补，
提高主体购机积极性，促进农机装备更
新升级，助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全区智能化育秧不仅提高了秧
苗品质、生产效率，更是牢牢抓住了粮
食生产的主动权，将来会加力推进。”
咸安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徐盛斌说。

今年，咸安区早稻规划种植面积
达 3.6 万亩，有 8 个集中育秧点，可供
2 万亩水田移栽，其他为小拱棚育秧，
可供 1.6 万亩水田移栽。截至目前，咸
安区已投入 320 台（套）农机具参与春
耕生产，派出农技人员 100多人次。

智能化机械育秧闹春耕

□□ 石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春日时节，从田间地头到大棚基
地，在陕西省安康市广袤的大地上，
扑面而来的是春耕备耕的滚滚热潮。
机器声隆隆作响，农民群众忙着耕地
施肥、铺膜保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农技讲解、政策宣传；温室大棚
里农民忙育苗、浇水、移栽……一幅幅
人勤春早的美景图在安康大地上尽
情铺展。

抢墒机 播种忙 农事按
下“快进键”

春争日，岌争时，一年农事不宜
迟，安康的农户都在为新一年夺取农
业丰产丰收做着精心准备。

这段时间，位于汉滨区农资经营
示范街的华丰农资店到了一年当中最
繁忙的阶段。店铺一开门，汉滨区县
河镇县河村村民陈宗林就快步走了进
来，笑嘻嘻地说：“我种了两亩多地，往
年种的品种很好，今年我还来买这个

品种。”农资店负责人高志华一边接待
陈宗林，一边给记者介绍：“今年，我们
备了玉米种子 2.5 万公斤、大豆种子
1000公斤、水稻种子 200公斤，其中‘安
森 7 号’‘奥利 10 号’‘科玉 1011’这几
个玉米品种都很不错，还准备了豆角、
黄瓜、西红柿、茄子等 200 余个品种的
蔬菜种子，共计 3.1 万多公斤，而且随
时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对接，根据市
场需求及时调整，满足咱们群众的生
产需要。”

（下转第二版）

春 好 正 是 耕 种 时
——陕西安康市春耕备耕生产一线见闻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记者日前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2023 年，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
实现新突破——出台高标准农田建设技
术规范，实行差异化财政补助政策，创
新推进都江堰灌区、2 市、11 县、100 片整
区域建设模式，建成高标准农田 425 万
亩。在此基础上，四川将 2024 年确定为
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攻坚年，严格把控
建设质量。

为此，四川将把好“三道关”，在多项
制度、机制上作出安排。一是优化项目

设计，把好“源头关”。严格执行高标准
农田建设技术规范，以业主和农户种植
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确定田、土、水、路
等建设重点和标准，严格专家论证、技术
审查，确保规划设计符合标准，顺民意、
接地气。二是要强化施工监管，把好“过
程关”。落实主管部门、业主、监理、施
工、基层组织、农民代表六方共管机制，
完善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体系，开展常态
化质量抽检，建立参建单位“黑名单”制
度 。 三 要 严 格 验 收 考 核 ，把 好“ 成 果
关”。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纳入验收考

核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占比权重。
组织开展市（州）交叉检查验收，对出现
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实行“一票否决”。

据悉，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连续 4 年获得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2 次
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当前，四川省已
初步完成“天府良田”建设攻坚提质行动
计划编制，将按照集中连片、重点推进的
思路，优先支持大中型灌区、整市整县区
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具备条件的区域
率先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
农田。

四川把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三道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郜晋亮

2023 年 9 月，当地里的烤烟进入收获
后期，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何元乡何元
社区查家小组脱贫户段朝虎像往年一
样，在 10 亩烤烟地旁播下青豌豆种子。
烤烟采收后，青豌豆苗破土而出，攀附烤
烟秆茁壮成长。近日，青豌豆已采收完
毕，给段朝虎家带来了 3 万多元收入。

相比于其他很多大宗农产品，蔬菜

收益高、见效快，成为很多脱贫地区的首
选产业。经过脱贫攻坚时期的持续努
力，到 2020 年，蔬菜产业已经成为施甸县
第二大帮扶主导产业，形成以施甸坝、旧
城坝、太平帕丹坝为主的冬春特色种植
带，初步建立起“种植-加工-冷链-销
售”的全产业链格局。截至目前，全县培
育市级蔬菜家庭农场 18 个、蔬菜专业合
作社 97 家、市级以上蔬菜龙头企业 10
家，吸纳带动 1.5 万户、4 万人从事蔬菜产

业生产，为县域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作出了重要贡献。

向旱地要效益

段朝虎一家住在平均海拔 2000 米的
山区，儿女外出打工，他和爱人留在家里
照顾老人。要增收，只能在家里的 10 亩
地上想办法。

在当地，农民多种植玉米、烤烟，收
获后再种一季小麦或油菜，每亩收入不
足 1000 元。2019 年，驻村帮扶干部指导
段朝虎种植青豌豆：“它产量高、耐旱，生
长周期只有 90 多天，市场价格也不错，种
它准没错。” （下转第四版）

一棵菜，稳住“菜篮子”，鼓起“钱袋子”
——云南施甸县推动蔬菜脱贫产业提质增效

导读

□□书写中国杂交水稻的援外传奇——记“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
中国援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组组长杨华德 （全文见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