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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 1日电 国务院、中
央军委日前公布《退役军人安置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
行。《条例》旨在规范退役军人安置工
作，妥善安置退役军人，维护退役军人
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条例》共 11 章 93 条，主要规定了以
下内容。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安置工作
机制。强调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明确军地各有关单位的

职责分工。
二 是 统 筹 安 置 方 式 ，确 定 安 置 待

遇。明确退役军官和退役军士、义务兵
的安置方式，规定各类安置方式的适用
条件和相对应的安置待遇。

三是规范移交接收程序，细化工作
流程。明确退役军人安置计划区分退
役军官和退役军士、义务兵分类分批下
达。退役军人安置地按照服从工作需
要、彰显服役贡献、有利于家庭生活的
原则确定。完善退役军人人事档案的

移交流程。
四 是 鼓 励 就 业 创 业 ，加 强 待 遇 保

障。要求军地开展退役前后技能培训，
加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明确军人
退出现役后依法享受相关待遇保障。军
人退出现役时，军队按照规定转移军人
保险关系和相应资金，安置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办理相应的转移接续
手续。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全文见中国
农网、农民日报客户端）

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实施《退役军人安置条例》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近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给包陪庆、曹其镛等祖籍宁波的
香港企业家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你们传承先辈
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积极创新创业、捐
资助学，为家乡建设和国家发展贡献力
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薪火相传的爱国
心、桑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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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全体
中华儿女凝心聚力、携手奋斗。希望你
们继续发挥各自优势，积极主动融入国
家改革开放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添砖加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近代以来，一大批宁波人走出宁波、

重工兴商，逐渐形成了心系祖国、步履四
海的商人群体，涌现出包玉刚、邵逸夫等
爱国爱乡知名人士，为祖国和家乡的建
设 作 出 积 极 贡 献 ，被 称 为“ 宁 波 帮 ”。
1984 年，邓小平同志指示“把全世界的

‘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习近平
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多次对“宁波帮”人
士表示关心并寄予殷切期望。近日，包
陪庆、曹其镛等香港“宁波帮”后代给
习主席写信，汇报他们传承先辈优良传
统、积极服务国家发展等情况，表达继续
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
回 信

包陪庆、曹其镛等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
你们好！来信收悉。多年来，你们

传承先辈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积极创
新创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建设和国家
发展贡献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薪火
相传的爱国心、桑梓情。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

凝心聚力、携手奋斗。希望你们继续发
挥各自优势，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改革开
放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
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
2024年7月30日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新华社长沙8月1日电（记者 邹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8 月 1 日在湖南郴州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检查指导防汛工作。他强调，当前防汛
抗洪救灾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
时刻牵挂人民群众安危，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和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入贯
彻落实，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做
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力度不减，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期，湖南发生多轮强降雨，部分地
区遭遇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李强先后
来到郴州市资兴市州门司镇燕窝村、杨
公塘村，实地察看灾情，走访受灾村民，
详细了解抢险救灾进展和道路、农田、房
屋等受损情况。李强强调，当前要全力
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做到搜救全覆盖。
尽快全面摸清受灾情况，抓紧抢修抢通
道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排涝
清淤和现场清理，严密防范山洪、泥石流

等次生灾害。李强向坚守一线的抢险救
援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希望他们发扬
连续作战精神，继续做好应急抢险处置，
同时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李强走进州门司镇群众安置点看望
慰问受灾群众，细致询问家里受灾情况、
吃住怎么样、还有哪些困难等。李强叮
嘱当地和有关方面要精心做好安置点物
资供应、医疗服务、防疫消杀、安全管理
等工作，切实保障好安置群众的基本生
活。他勉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
心协力重建家园，各方面要集中资源力
量、加大支持力度，帮助灾区及早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

随后，李强主持召开防汛抗洪救灾
现场工作会。在听取湖南省、资兴市和
应急管理部、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气象局负责同志汇报后，李强指出，
当前正值防汛最紧要关口，防洪峰、防决
堤、排内涝压力不减，我们面临多线作

战、多灾并发的挑战。要毫不放松做好
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把风险想得更重一
些、把准备做得更细一些，从防、减、救全
链条协同发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风险、
减少灾害损失。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
响应联动，紧盯基层末梢，提前果断转移
危险区群众，严防群死群伤。要持续强
化巡查除险和抢险救援，科学调度防洪
工程，抓紧备足抢险物资装备，统筹部
署各类应急救援力量，确保极端情形下
抢险救援需要，确保重要堤防水库和基
础设施安全。要及时下拨救灾资金、调
运救灾物资，加快保险理赔，提早谋划
受损房屋修缮加固、农田补种改种等工
作，积极推进灾后重建。要加快建设一
批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项目，补齐防
洪工程和农田排涝短板，提高城市防洪
排涝能力。

吴政隆陪同。

李强在湖南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时强调

全 力 做 好 防 汛 抗 洪 救 灾 工 作
确 保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新华社郑州8月1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到河南调研灾后农业生产
恢复和秋粮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好农业防
灾减灾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抓
紧抓好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全面落实农
业防灾减灾各项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农
业损失，奋力夺取秋粮丰收。

近期河南等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
害，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刘国中
来到受灾较重的南阳市唐河县、社旗县，
实地察看农作物受灾和农田、堤防等基

础设施损毁情况，调研农田排涝除渍、田
间管理、受灾地块补种改种进展。他强
调，抓好防灾减灾和灾后农业生产恢复
是当前“三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
深入田间地头，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推动
落实排涝除渍、扶苗追肥等措施，促进受
灾作物恢复生长。对因灾绝收田块，要
尊重自然规律和农民意愿，加强政策支
持，做好农资供应调运和农机组织调度，
积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引导农民根
据市场需求补种改种适宜作物。要把受
损农田等设施修复与高标准农田、中小
型水利设施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真正
做到旱能浇、涝能排，切实提高农业防灾

减灾能力。要加快落实农业救灾资金，
优化信贷和保险理赔服务，支持受灾地
区恢复农业生产。要加强防止返贫致贫
监测，分类施策开展帮扶，防止受灾农民
群众因灾致贫返贫。

刘国中强调，现在正值秋粮作物生
长关键期，未受灾害影响地区的秋粮长
势良好，要压实各方责任，始终绷紧防灾
减灾这根弦，继续落实好各项稳产增产
政策和科技措施，扎实推进主要粮油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加强肥水管理，强化
病虫害监测预警和统防统治，尽力多增
产、实现以丰补歉，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多作贡献。

刘国中在河南调研时强调

抓 紧 抓 好 防 灾 减 灾 和 灾 后 农 业
生 产 恢 复 坚 决 夺 取 秋 粮 丰 收

□□ 崔岭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深处的
青龙县，在滨海城市秦皇岛市所辖四
区三县中，虽然其 3510 平方公里的县
域面积占到全市近半，却是一个距海
甚远的纯山区县。坐拥“八山一水一
分田”，这里出产的干果、杂粮、食用
菌等各色农产品，被统称为山货，不仅
品质好，而且风味佳。然而很长时间
里，这里的山货一直都在沿袭原品外
销的老路，各自产业形态只是走到原
品收购、外销这里便戛然而止。

“别处一个馒头、一碗面条都能成
就一个大企业、崛起一方大产业，我们
自产的农产品这么多、这么好，不能总
是屈居原料供应地的角色，必须走出
自己的新路。”谈起近年来全县围绕

“山货怎样出山”展开的县域实践，青
龙县委书记李耀滨语意坚定。

品牌赋能，让农品成为精品

6 月初，板栗栽植面积已达 100 万
亩的青龙县境内，山乡各处都弥散着
淡淡的栗花清香。青龙板栗栽培历史
已有 2000 多年，境内百年以上树龄的
板栗树有 5000 多棵，现存最老的板栗
树树龄在 1000 年以上。这里的板栗
营养丰富、肉质细腻、软糯香甜、涩皮
易剥离，广受国内外市场青睐。过去
因为主要以出口原品和散户炒制销售
为主，青龙板栗不仅附加值低，而且受
保鲜期短和品牌知名度低等因素影
响，市场话语权、产品性价比一直差强
人意。

为突破这一瓶颈，从 2021 年起，
按照“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

走高端”的思路，青龙开始在全县范围
内鼓励研发地产新品，支持培树地理
标志品牌，全方位发展特色现代农业
产业。

走进位于肖营子镇的百峰贸易有
限公司食品加工厂，立时有种从“板栗
栽植丛林”到“板栗食品王国”的感
觉。这里的产品展示大厅摆放的板栗
制品就达百余种。沿着生产参观通
道，看车间流水线上“色选分级、去杂
灭菌、包装入袋、灌装入瓶、贴标装
箱”一道道自动化工序，更是忍不住赞
叹，过去支个铁锅炒制的板栗加工，还
能这样满满“科技范儿”。

“公司研发出的开口栗、甘栗仁、
冰栗、绵绵豆、香香豆、每日栗豆等 90
多种板栗食品，均被授权冠以‘满意青
龙’区域公用品牌标志。”公司董事长
韩云庭介绍。 （下转第二版）

重构“山货出山”的县域实践
——河北青龙县壮大农业特色产业观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见习记者 陈章群

夏雨润泽下的福建三明，千山叠翠、万木争荣，
处处绿意涌动着改革活力。近年来，作为全国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重要策源地的三明紧紧围绕“林改四
问”（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
户怎么办），在明晰产权、优化林木采伐管理机制、创
新林业金融、发展规模经营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
2023 年，全市林地面积占 82.7%，农民人均涉林收入
近 7600元，占总收入的近 1/3。

明晰产权，激发活力

靠山“吃”不了山，林木不值钱，乱砍滥伐之风却
屡禁不绝，生态和生计该如何权衡？就像烈日炙烤
下的山林，亟待一场集体林权改革的甘霖滋润。

唯改革才有出路。1998年9月28日，永安市洪田村
在村干部带头、村民集体决议下，第一个“吃螃蟹”，形
成“分山到户”方案，开启艰难的林改破冰之旅，洪田
村成了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小岗村”。随后，全
市 1500 多个村采取建立村林业股份制和村林业股东
会的办法进行林改，村民按照股份多少分红。

针对林改中遇到的利益关系不明、村民和股东
大会之间矛盾突出等问题，1999 年至 2001 年，全市开
展以“明晰产权、分类经营、落实承包、保障权益”为
主要内容的集体林经营体制改革，基本解决用材林
经营管理问题。

改革要常讲常新。2004 年 4 月起，三明围绕“明
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的
要求，在全国最先开展农民承包权与林地经营权“三
权分置”改革，并于 2005 年底，在全省率先完成明晰
产权的主体改革任务，使每个农户有了《林权证》，实
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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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记者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
办的敕勒川国际草业大会上获悉，内蒙
古 2023 年各类饲草产量达 7543 万吨，草
产业链产值达 802.1 亿元，产量、产值均
居全国首位。

本次敕勒川国际草业大会以“汇聚
全球智慧，共创草业未来”为主题，由正
在创建的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与蒙草
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来自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国
家有关部委负责人、国内外高校和科研
院所、行业协会、产业链企业代表等相聚

敕勒川草原，共论草业发展。大会旨在
通过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分享先进技术
和成果，不断提升中国草业全球影响力。

据了解，2023 年内蒙古草种繁育基
地面积达 26.5 万亩，年制种能力突破 500
万公斤，人工饲草种植 2172 万亩。内蒙
古拥有 12 亿亩草原，占全国草原面积的
27.2%。近年来，内蒙古连续实施草原生
态 保 护 补 助 奖 励 政 策 ，将 严 重 退 化 沙
化 、不 适 宜 放 牧 利 用 的 草 原 划 为 禁 牧
区，禁牧区以外的草原落实草畜平衡和
休牧制度，并给予牧民禁牧补助和草畜
平衡奖励。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奶
酪”，呼和浩特市依托资源优势，从全链
条布局，培育了超过 300 家知名草企，
2023 年全市林草总产值达 85 亿元。已建
成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内蒙古分库，集
育种、扩繁、栽培、加工、利用于一体的草
业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体系已经形成。下
一步，呼和浩特将围绕草种质资源收集、
精准鉴定与评价、草种质创制与高效育
种等核心领域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在平
均亩产、粗蛋白含量、相对饲喂价值等重
要指标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突破草业
发展“卡脖子”问题。

内蒙古草产业产值超800亿元

▼浙江省仙居县旅游资源独特，拥
有神仙居景区和高迁古镇等自然和人文
景观。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服务旅游群
体，当地通过引进高端精品民宿项目带
动白塔镇、淡竹乡等地的民宿业发展，许
多村镇还对集中民宿点进行统一规划，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如
今，清新美丽的乡村环境和当地特色文
化内容引来更多游客。产业发展、人居
环境、乡村治理得到了盘活和重塑，民宿
产业点燃了仙居乡村振兴新引擎。图为
淡竹乡的民宿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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