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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振 兴

新华社济南 5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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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考察
时强调，山东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定好位、挑大
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为动力，继续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上走在前、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前、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

前，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高
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
东篇章。

5 月 22 日至 24 日，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
武和省长周乃翔陪同下，先后来到日照、济南等地
进行调研。

22 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日照港考察。日

照港是重要的能源和大宗原材料中转基地，近年
来推进智慧化、绿色化建设，建成顺岸开放式全自
动化集装箱码头。习近平听取山东省港口发展建
设和日照港规划布局等情况介绍，并察看全自动
化集装箱码头作业场景。他说，日照港是改革开
放后新建的港口，近年来推进科技创新，将传统港
口改造升级为现代化港口，不仅货物吞吐量跻身

全国前列，还积累了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经验，值得肯定。习近平亲切慰问
港口科技工作者、运营人员、航运人员，希望大家
再接再厉、继续奋斗，推动日照港管理运营更上一
层楼。

随后，习近平考察了日照市阳光海岸绿道。
近年来，日照市对沿海裸露场地及岸线破损处进

行生态修复，建成约 28 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为
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运动休闲好去处。习近平听
取绿道整体建设情况介绍，察看修复治理后的海
岸线生态环境，了解当地升级文旅产业、提升人
民生活品质的做法和成效，并不时同市民和游客
亲切交流。他指出，建设绿道应市民所需，是得
民心之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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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陪同考察

5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东考察。这是22日下午，习近平在日照市阳光海岸绿道
考察。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5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东考察。这是22日下午，习近平在日照港亲切慰问港口科技
工作者、运营人员、航运人员。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5 月 22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路易斯·阿比纳德尔
致贺电，祝贺他当选连任多米尼加共和
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多关系保持积
极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
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保持密切配合。我高度重视中多关系，

赞赏阿比纳德尔总统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继续引领
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让更多合作
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比纳德尔
当 选 连 任 多 米 尼 加 总 统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三夏”生产即将全面展开，河北
省各地正加紧“备战”。“以前是农机坏了
才开始修，现在维修部门提前给我们维
护保养，还上门维修。有了农机维修小
分队的培训指导，今年麦收更放心了。”
近日，在邯郸市肥乡区元固镇三里堤村，
看着维修人员不仅为自己的小麦联合收
割机进行全面体检，还免费更换了故障
零 部 件 ，农 机 手 于 红 军 彻 底 打 消 了 担
忧。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检修各类农
业机械 1200余台辆。

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
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河北

省提早制定“三夏”农机保障服务工作方
案，进行了专项具体部署，要求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周密组织机收作业，高质、高
效、安全、平稳完成“三夏”农机化生产任
务，确保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9.8%以上，
玉米机播率达到 96%以上。

关于组织开展机具检修保养，河北
要求依托农机推广骨干力量和农机化生
产一线“土专家”，采取“远程指导+实地
检修”“集中培训+点对点指导”相结合方
式，于 5 月 31 日前对所辖地区农机具开
展一次全面检修，做到机械保养维修到
位、作业前机具参数调整到位。督促农
机企业和维修网点做好技术人员、机械

配件准备，确保有机可用、有件可换。加
快农机购置补贴实施进度，组织新增联
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补贴机具及时
投入“三夏”生产。

关于保障农机转运顺畅高效，河北
要求引导机手和作业服务主体依法合规
选择适宜的运输车辆，联合交通运输、公
安等部门，加强运输企业、车辆服务保
障，对于车货总重或外廓尺寸超限的运
输车辆，依法依规优先审批发放《超限运
输车辆通行证》，及时疏导交通拥堵，全
力保障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畅通高效通
行。指导各地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对
持有有效《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跨区作
业证》和《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运输
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对短时间内联合
收割机运输车辆集中到达等关键环节，
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下转第二版）

河北提早部署做好农机服务保障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日前，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今年以来，青海充分发挥油菜种业、
科技、推广优势，紧紧围绕“产能提升”总
目标，一手抓扩面积，一手抓提单产，全力
推动油菜扩种提单产行动再上新台阶。

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工作，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把油
料扩种任务纳入粮食安全考核重要内容，
狠抓规模化油料生产水平，提单产、攻总
产，研究提出农作物单产提升指导意见，
通过整县制推进高产高效试点、油菜扩种

示范县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油
菜扩种任务落实。结合油料生产实际，先
后制定《2024年青海省绿色高产高效行动
实施方案》《2024 年粮油单产提升行动实
施方案》，明确单产提升主攻方向、主推品
种、主要模式，积极打造油料单产提升行
动示范县，通过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示范
推广各项主推技术，带着农民干、做给农
民看，破解油菜生产技术瓶颈，为大面积
推广提供可学可看可借鉴的样板。

保障粮食安全，稳住面积是基础。近
年来，青海扎实推进撂荒地整治，努力增

加种植面积。重视耕地用途管制，切实加
大“非粮化”及撂荒地整治工作。各市州、
县（市、区）立足实际、多措并举，优化农机
作业条件，因地制宜增加油菜、大豆种植
面积。同时，优化技术指导，充分利用农
业农村系统下沉一线包市包县专家指导
组力量，破瓶颈、解难题。近期，技术指导
服务队伍等带动万名干部，第一时间分析
研判、第一时间制定发布技术建议、第一
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做好油菜扩种、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培训指导，为扩面
增产提供可操作能管用的技术支持。

青海推动油菜扩种提单产行动再上新台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裴逊琦 李文博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
独特江南韵味让江苏省昆山市歇马桥村
人气火爆。歇马桥村，因南宋名将韩世
忠在此歇马练兵而得名。行走在古村
中，白墙黑瓦间是一个个别具一格的餐
厅、民宿、咖啡厅、手工作坊，传统村落与
新兴业态的融合让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
不绝。“这里距上海直线距离仅 1 公里，游
客中七成以上来自上海。”歇马桥村工作
人员赵静芳介绍。

如同苏南地区的很多村庄一样，长期
以来歇马桥村的主要收入来自厂房租
赁。近年来，以传统村落保护与人居环境
整治为契机，借助历史文化底蕴优势，歇
马桥村开始转型发展文旅产业。2019年，
歇马桥村引入多家企业，成立苏州歇马桥
文旅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农文旅综合
体项目，采用“国有资本+集体经济+民营
企业”经营模式，推进乡村文旅发展。

在市场化运营方式下，一批高端餐
饮、民宿、文创店铺等纷纷进驻，艺术家、
非遗传承人设立工作室、举办艺术展，不
断优化乡村文旅“吃、住、玩、游、购、娱”

全产业场景。
“在开发过程中，我们在坚持传统村

落保护和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相融合的同
时，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集中呈现古村
落、古桥、农耕等文化特色，真正让历史

‘看得见’‘摸得着’‘活起来’。”苏州歇马
桥文旅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歇马
桥村已建设韩世忠纪念馆、新四军淞沪
抗日史迹陈列馆 2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以及石板街、歇马双桥等地标，全力放大
村庄特有文化属性。

社会资本进入乡村产业也带动村民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为了整合闲置资源支撑
新业态落地，歇马桥村成立农房合作社，盘
活闲置房屋，探索“农房收租+公房托管+盘
活存量”增收机制，已盘活房屋超 1万平方
米，户均可增收7万元。 （下转第二版）

古村注入文旅新动能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近日，西南区无纸化出具动物检疫
证明（动物 A 证）启动会在湖北省武汉市
举行，标志着湖北、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西南 6 省（区、市）之间跨省域检
疫信息实现互通互认。

根据动物防疫法，经营和运输的动
物产品应当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
其中，动物 A 证适用于跨省境出售或者
运输动物。

无纸化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平台是一
个旨在通过信息化手段简化动物检疫流

程、提高工作效率并强化监管的系统。
该系统包括线上申报、动态二维码核验、
畜禽落地信息网上报告等功能，串联动
物养殖、检疫、屠宰、产品流通等环节。

去年 5 月 20 日，全国首张无纸化动
物 A 证从鄂黔对向开出，完成了省级平
台与国家牧运通平台数据互通，为跨省
调运动物无纸化出证探索了经验。

借鉴首张动物 A 证的经验，西南区 6
省（区、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农业农村
部的指导下，全力推进西南区省际之间信
息互通，完成系统升级改造和与国家数据

库对接，目前 6 省（区、市）之间的系统已
经全部打通。西南区 6 省（区、市）共建有
126 条指定通道，其中省份间接壤的有 60
条，2023年西南区内生猪调运 11.77万头。

西南区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指导
组负责人表示，西南区无纸化动物 A 证
实现互通互认，是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开
展动物疫病净化和区域化管理的重要举
措，以此为契机，西南区动物检疫监督部
门将进一步健全行业数据库，加强工作
协调联动，切实提高西南区域内动物检
疫监督规范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

西南区6省份无纸化动物检疫证明互通互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