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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6 日宣布：经中阿双方共同商定，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
议将于 5 月 30 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方主席、毛里塔尼亚外长马尔祖克共同主持会议。阿拉伯国家外长或代表及阿盟
秘书长将出席会议。

习近平将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全面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
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项纪

律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坚持纪严于法、
执纪执法贯通，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政
策策略，党的纪律规矩鲜明地立起来、严
起来，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
状况。习近平同志围绕全面加强党的纪
律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
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全面加强
党的纪律建设，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
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引导

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真正把
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确保全党目标一致、团结一致、
步调一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 10 个专题，共计 329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文
章、指示等 130 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
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按图索麦 订单“皖”里来

不久前，安徽省黄山市西溪南村发布公告
称，今年5月至8月期间封闭部分游览线路，让
村里的枫杨林湿地“轮休”。恰逢枫杨林最美
的季节和旅游旺季，西溪南村不走寻常路的做
法引发热议。

枫杨林湿地是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封闭
部分游览线路，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景区

游客流量下降，看似是主动牺牲了一部分收
益，实际却是兼顾经济效益与长远发展的精心
考量。当地选择让两条游览线路轮流开放而
非同时开放，既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又可以减
轻游客踩踏林间植被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压力，
体现了当地保护生态的自觉，实属难能可贵。

事实上，枫杨林湿地带给当地的也不仅是

经济上的收入，历史上这片湿地曾多次保护村
庄免受水患。保护枫杨林湿地就是保护自己
的家园，这种尊重和顺应自然的自觉性值得点
赞。这也启示我们，只有让更多村民形成自
觉，并在当下利益与长远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乡村旅游才能成为砍不倒的“摇钱树”。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让“摇钱树”轮休是保护生态的自觉
赵新宁

5月26日，在河南省信阳市息县白土店乡夏寨村的麦田里，农机手抓紧抢收小麦。自小麦进入收获期以来，息县精准对接机收服务供
需，强化农机跨区作业服务保障，加快收获进度，力争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据悉，今年“三夏”期间，河南全省计划投入农机400万台（套）
以上，其中联合收割机20万台、履带式收割机3万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子涵 摄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近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复信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
项目”学生代表，勉励他们学好中文、了
解中国，为促进中阿友好贡献力量。

习近平表示，我读了你们每个人的
信，从字里行间、画里画外感受到了大家
对 中 国 文 化 的 热 爱 ，对 两 国 友 好 的 期
盼。5 年前，我同穆罕默德总统共同启动
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如今看到

“学中文”在阿联酋已经成为一种新风
尚，培养了一批像你们这样的中阿交流

小使者，我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说，中国和

阿联酋“手拉手”40 年了，希望中阿永远
是 好 朋 友 ，中 国 人 民 也 抱 有 同 样 的 愿
望。青少年代表着中阿友好关系的未
来。欢迎你们来中国看熊猫、登长城，长
大后到中国读大学，也欢迎更多的阿联
酋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同中国的
青少年交流交心、互学互鉴，把友谊的种
子根植在心里，为开创中阿关系更加美
好的明天贡献力量。

2019 年 7 月，在习近平主席和时任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共同见
证下，中阿双方在北京签署备忘录，正
式启动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
截至目前，阿联酋已有 171 所学校开设
中文课程，7.1 万名学生学习中文。近
日，阿联酋“百校项目”示范校哈姆丹
学校和亚斯学校 40 名中小学生代表分
别用中文致信习主席，表达对中国文化
的 向 往 和 热 爱 ，立 志 做 中 阿 友 好 的
使者。

习近平复信阿联酋中文教学
“ 百 校 项 目 ”学 生 代 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自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
省农业农村厅系统坚持把党纪学习
教育与“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建
设年活动结合起来，与发展乡村产
业、推动乡村建设、深化乡村治理结
合起来，在抓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学习、严守党纪的同时，引导
党员干部精准掌握三农领域各类政
策、法规，通过开展“业务小课堂”“技
能大比武”着力提升专业能力，紧盯
当前农忙要事，下农田、进牧区，抓生
产、促增收。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青海省农业
农村厅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专题研究
部署厅系统党纪学习教育，迅速成立
工作专班，制发实施方案，为扎实推进

厅系统党纪学习教育夯实基础。党纪
学习教育启动后，通过读书班逐条领
学、集中自学，研读解读文章、开展专
题研讨，推动《条例》入心入脑。通过
学习，树牢“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
要严”的鲜明导向，建设“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汇聚“懂
青海、爱青海、兴青海”的强大动力。

在学习过程中，青海省农业农村
厅系统坚持以实地督导检查为抓手，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分
类指导抓帮学，结合离退休党员、流动
党员工作生活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积极开展送学帮学，各基层党组织
积极以结对帮学、微信送学方式，对
325 名离退休党员、22 名驻村干部开
展送学。督促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干
部及各流动党员主动在驻地统一开展

学习教育。同时，坚持边学习、边对
照、边检视、边整改，各级党组织紧盯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岗
位，认真梳理重点对象，全面排查遵规
守纪方面的薄弱环节，开展纪律培训，
逐项对照制定解决防控措施。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系统各基层
党组织把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乡村振兴领域违纪违规案例，列
为重点内容加以警示教育；在“五一”
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召开节前廉政
提醒会，印发《关于严明党员干部纪
律要求的通知》，发送廉政提醒短信；
利用电子大屏循环播放“十严禁”要
求，公示张贴违规吃喝举报方式，通
过微信工作群推送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让党员干部
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讲担当 促作为 抓落实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记者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2024 年度全市农民增收典型案例和致富
能手推选活动已于近日启动，同时市有
关部门对 2023 年度典型案例和致富能手
进行了表彰颁奖，海淀区植物组织培养
技术实验室的“科技给农民增收插上翅
膀”等 15 个典型案例入选，朝阳区十八里
店乡周家庄村党总支书记邱浩等 15 位农
民致富能手获奖。

据悉，2023 年，北京市共有 180 多个
案例和能手参加推选，最终有 15 个农民
增收典型案例和 15 位致富能手入选。

典型案例中，既有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也有党建引领建
设精品民宿实现转型发展的。致富能
手中，既有土生土长的在乡能人，还有
不忘初心的返乡子弟，更有爱乡乐农的
入乡人才。组委会为每个获奖对象拍
摄了以“分享”为主题的短视频，这些短
视频将在“京彩三农”视频号等平台播
放，推广典型案例和致富能手的好做法
好经验。

据了解，农民增收典型案例和致富
能手推选活动是按照《关于促进北京市
农民增收若干措施》有关要求进行的，

旨在通过典型案例的挖掘与推选，营造
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农民增收的良
好氛围，让京郊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
探索出的好做法好经验为更多农民群
众学习借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实现
共同富裕。今年，北京将结合“百村示
范、千村振兴”工程，聚焦生态涵养区等
重点地区和农民增收薄弱环节，加快推
动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加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培育支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强化联农带农，促进全市农民收
入 稳 步 增 长 、城 乡 收 入 相 对 差 距 持 续
缩小。

北京启动本年度农民增收典型案例和致富能手推选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马玉

踏过棕色石板路，几间黄色土坯房
诉说着五村的过去。与之相邻，水泥浇
筑搭配落地窗户的现代化民宿又在讲述
着五村的今天。

坐落在太行山区的山西省长治市武
乡县丰州镇五村，因由 5 个自然村组成而
得名。在过去，村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
种植玉米、谷子等传统农作物。如今，随
着农耕文化体验基地、度假民宿的打造
建成，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村庄变成有
名的文化旅游村。

这样的变化源于一场连续举办多年
的“五村播种节”。几年前，随着 5 个自
然村搬迁至山下平地，建起新村，山上
的自然村荒废。但在原驻五村第一书
记张国田看来，被废弃的老村落淳朴而

独特，散发着太行山乡土文化特有的气
息，可以将原生态的荒村改造成文化旅
游基地，让老村复活、兴旺，反哺、造福
于五村百姓。

如何唤醒沉睡的资产？“让乡村文化
赋能。”张国田给出了村庄的发展新路。

2017 年，五村开始举办播种节，打造
集播种、秋收、碾谷、推磨等于一体的农
耕文化体验活动，一方面传承农耕文化，
一方面让更多人知道五村是个体验农耕
文化的好地方。

在做好文化引流的同时，五村改造
旧村遗址，还原原始风貌，建成融合“前
沟之恋民宿”“小庄农耕文化体验基地”

“禾田小镇”“一脚泥巴图书馆”的乡村
田园综合体，将五村升级为集采风、培
训、餐饮、书吧、特色民宿于一体的综合
性艺术空间。

目前，“五村播种节”已连办 8 届，全
国各地数百位摄影家把这里作为创作采
风的基地，每年数百位省内外大学生来
这里开展社会实践。村民通过提供住宿
餐饮、出售特色农产品等实现增收。

5 月 19 日，五村举办了以“新时代 新
文化 新农村”为主题的第八届“五村播
种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艺术家首
期捐赠 200 余幅摄影作品，通过艺术品进
村入户的方式，为乡村提供丰富的文化
产品，为五村打造出乡村文化振兴的亮
丽名片。

“播种节的举办实现了乡村产业发
展与乡村文化的‘双向奔赴’，既唤醒了
乡村文化的生命力，为乡村艺术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也让村民有了文化自信，
增收致富多了一种选择。”张国田说。

鉴于五村的乡村文化发展实践，武
乡县启动了“文化振兴乡村·武乡计划”，
未来千名艺术家的万幅艺术作品将进村
入户，实现重塑乡土文化，涵养乡风文
明，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乡土文化绘出五村新景
看 振 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朱颖颖 陈睿 文/图

听说安徽省有张“优质专用小麦
种植地图”涵盖了全省 307 个万亩以上
优质小麦分布情况，能直观反映出省
内各地小麦单一品种规模化、标准化
种植成果，5 月 22 日，记者循着“地图”
来到宿州市灵璧县娄庄镇沱北村，只
见骄阳当空，金穗饱满，麦浪滚滚。

“小麦抗倒性好，籽粒饱满度较
好，株型较紧凑，抗倒性不错，整体长
势良好。”农户胡茂陈掐了一株麦穗，
在手心里揉搓几下，轻轻一吹，几十
粒饱满的麦子就露了出来。看到小麦
长势良好，他脸上露出笑意：“眼前这
270 多亩种的都是‘淮麦 50’，下地前
就被大户孙韩预订了，根本不愁卖！”

胡茂陈的麦田“长”在图上，这里
种的高强筋优质小麦是做面点的好原
料，常有外地面粉厂商打电话询问订
购事宜。对 60 岁的他来说，种植、管护
和销路都不是问题：“前年村里施行集
中连片单品单种，我们 18 户率先和孙
韩签了托管协议，从选种到管护，从田
头到仓库，托管让我们省力省心还省
钱，以高于市场价 1 角 5 分左右加价回
收，当场给付。去年增收了十几万元，
今年预计大丰收，只多不少。”

一图在手，颗粒归仓。安徽粮食生
产的关键不仅有量，更注重以“单”保质
发展优质专用订单小麦。近年来，全省
在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小麦的基础上，
压缩单一生态区内种植品种数量，县

域内实现同类型品种集中种植不超过 5
个，单个种粮大户种植 1个品种，最大限
度保证在统一生产管理下，实现小麦

“单种”和“单收”，保持商品性状的高度
一致。同时，确保单一品种“单储”，实
现用麦企业“专用”。

夏收在即，孙韩这几天忙得脚不
沾地，早上 5 点就前往各县乡查看优质
专用小麦表现，给小麦测产，联系检测
小麦品质，查看各仓储点，根据各村镇
短缺情况来调配农机手……在泗县草
沟镇瓦韩村的小麦收购点，她和驻点
工作人员丁克堂检查着仓库漏雨情
况，为即将收获的“宿 6165”小麦做足
仓储准备。

记者查看“地图”，发现泗县生产
软质麦，适宜酿酒。丁克堂告诉记者：

“200 万 斤 容 量 的 仓 库 只 储 存‘ 宿
6165’，收到 100 万斤时，就出库直接运
到古井贡酒等酒厂当酒粮，单品单种
让仓储和运输更高效便捷。”

“我的上游是农户，下游是酿酒
厂、面粉加工厂等用麦企业。”孙韩既
是种植大户，又是金色家园农业社会
化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她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我们把农户和市场链接起
来，统一种植同一品种，种植规模大
了，种子、化肥、农药的需求量就大，能
享受比市场价低的进货价，农机服务
价格也优惠得多。经由公司统一管理，
每亩开销能省下六七十元，规模越大越
省钱。与此同时，采用机械化播种、施
肥、收割等，既节约时间又降低耕作成
本，提高了种植效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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