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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9 月 12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 年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服贸会已成功举办十
届，是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写照，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
了积极贡献。中国将坚持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
制机制，创新提升服务贸易，主动对接国
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服务领域规则、
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有序扩大服务
市场对外开放，提升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
放平台功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共享机遇、共商
合作、共促发展，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增
进各国人民福祉贡献力量。

2024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当
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全球服务 互惠
共享”，由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

习 近 平 向 2024 年 中 国 国 际
服 务 贸 易 交 易 会 致 贺 信

新华社兰州9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2日下午在甘
肃省兰州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坚持量水而行、节水优先，坚持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促进
全流域生态保护上新台阶、绿色转型有新进展、
高质量发展有新成效、人民群众生活有新改善，
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
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
薛祥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
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先后发言，就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汇报工作情况、
提出意见建议。参加座谈会的其他省区主要
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指出，党中央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质量稳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能
源粮食安全基础不断巩固，高质量发展亮点
不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到
了更高起点上。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

以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为 动 力
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蔡奇丁薛祥出席

新华社北京 9月 12日电 2024 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
会 12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峰会上宣读了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峰会并发
表主旨演讲。

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连续 6 年在
服贸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
致贺信，充分体现了中国坚持以高水平
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新时
代以来，中国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快推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创新发
展，取得显著成效。

丁薛祥强调，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持
续深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合作，以高水

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为世
界经济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一是共
同分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推动服务贸易
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
规则，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稳步推进全国跨境服务贸易梯度
开放。二是共同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
完善技术贸易管理和促进体系，加快推
进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进
程。三是共同拓展超大市场新空间，做
好云计算、生物技术、独资医院等领域扩
大开放试点工作，推动服务贸易与高端
制造业融合发展。四是共同打造合作发
展新环境，进一步提升自贸协定开放水
平，扩大自主开放和对最不发达国家单
边开放，加强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

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合作。
格鲁吉亚第一副总理达维塔什维

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出
席峰会并致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
书长科尔曼通过视频方式致辞。

峰会开始前，丁薛祥和尹力一起视
察服贸会展馆，与参展企业负责人进行
交流。丁薛祥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
业，在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中更好发展壮
大。鼓励中国企业提升服务能力和水
平，让更多优质服务惠及各国人民。

中方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负责人，
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代表、国际机构负
责人、跨国公司和境外商协会负责人等
约 800 人参加峰会。

丁薛祥出席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全 球 服 务 贸 易 峰 会 并 发 表 主 旨 演 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马玉 吴晋斌

“高产地块亩产达到 1600 斤，其他地
块亩产 1300 斤，‘吨半粮’目标指定能完
成。”夏粮的增产丰收坚定了山西省运城
市盐湖区金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董会龙的信心。他的合作社承担着
502 亩的冬小麦和夏玉米一年两熟“吨半
粮”创建示范工作。

夏收之后，董会龙马不停蹄地投入
到玉米的单产提升当中，在种植环节采
用了小麦玉米“两晚两增”、“一喷三防”
提早增次、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
化高效节水等高产栽培技术。目前，玉
米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召开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工作视频
调度会、春季农业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现场推进会，举办有机旱作农业暨
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建设培训班、全
省粮油作物提单产技术培训班……今
年，山西围绕粮食单产提升工作，狠抓粮
食生产的春种春管、夏收夏管、秋收关键
环节，从农户到政府，由夏粮到秋粮，实
施大面积单产提升成为山西提高粮食产
能的路径。

因田施策稳面积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山西
小麦播种面积 791.85 万亩，总产 49.64 亿
斤，比上年增加 0.22 亿斤，增长 0.45%；单
产 626.95 斤/亩，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
加 12.19 斤/亩，增长 1.98%。

数字背后的现实是，山西多山地、多
旱地，既要在稳面积上出政策，又要下功

夫建良田、选良机、择良技、用良种提
单产。

2024 年，山西继续制定粮食作物大
面积提单产行动方案，在 20 个县开展整
建制单产提升，建设粮食绿色优质高产
高效示范基地。支持 1187 个粮油规模种
植主体率先提高单产，创建玉米吨粮田
50 万亩，带动粮油作物单产大面积提
升。良田是根基，山西还安排资金 36.82
亿元用于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在夏粮上，山西出台了《小麦单产提
升三年工作方案》，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800 万元，推广小麦稳产高产有机旱作技
术模式，并将小麦“一喷三防”资金纳入预
算安排，每亩补助 15元，并提前下达资金，
为干热风病预防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下转第三版）

向有机旱作再要半吨粮
——山西推进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见闻

乡村，是孕育中华农耕文明
的原乡腹地，是寄托着中国人乡
愁的精神家园，是记录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奋斗历史的有形载体，
也是朝着民族复兴中国梦砥砺前
行的度量标尺。

山乡巨变，山河锦绣。
回望新中国 75 年的浩浩征

程，一路栉风沐雨，孜孜以求，奋
进的脚步踏遍千山万水，幸福的
生活点亮千家万户。看今朝，黄
土高原山坳坳里的梁家河村过上
了现代生活，“精准扶贫”提出地
湘西十八洞村彻底告别了贫困，
一代代兰考张庄村人在焦裕禄精
神鼓舞下用双手创造出富裕文明
新生活……乡村“颜值”提升了，

农民精气神提振了，乡村治理得
以重构，乡村文化重新复苏，乡村
价值实现跃迁。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刷新了
乡村的模样。即日起，本报第四版
接续推出“共和国75周年礼赞·村
庄，见证山河巨变”系列报道，记
录从黄土窑洞到湘西苗寨，从东
北黑土地到西极第一村，从鱼米
之乡到巴山深处，文明富足照耀
山河每一个角落。一部部村庄
史，映照出亿万农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创造中国奇迹的大历
史；一个个同向而行的脚步，汇聚
成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
量。这是我们奋斗的硕果，更是
我们前行的动力。

（扫码观看相关视频）

□□杨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连日来，云南省武定县高桥镇党委、
政府采用“镇村夜会”的形式，将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送到千家万户。

高桥镇在每周一、周四晚间都会举
办“镇村夜会”，已经坚持多年。“镇村夜
会”最初只是镇里机关干部政策理论宣
讲、业务交流学习的课堂，后来开到了各
个行政村，学理论、讲政策、话发展、听民
声，让宁静的乡村夜晚变得热闹起来。

前不久，高桥镇唐家村的会议室里，
宣传专干在“镇村夜会”上与镇村党员干
部、村民代表一起学习全会精神，宣讲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的政策知识。

在发言环节，唐家村党员李正的肺
腑之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现在手
机点外卖很流行，可是打开手机软件却
发现整个高桥都不在配送范围。”随后，
大家一起围绕网购快递只送到集镇代收
点等问题展开讨论。

高桥镇党委书记李长清说：“改革的
声音要传递好，农民群众的需求要满足
好。打通农村外卖、网购‘最后一公里’，
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也
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务实之举。”

“您好，外卖到啦！”最近这几天，一个
身穿外卖马甲的骑手穿梭于高桥镇的街
头巷尾，集镇方圆 6 公里之内的 7个行政
村都是有效配送范围。高桥镇成了武定
县第一个有外卖平台入驻的山区乡镇。

外卖平台站点负责人兼骑手张东桦介绍：“自
8 月初开张以来，已成功接洽了 30 余户商家，每天都能
接到十几个订单。未来将继续接洽商家、招募骑手、代
理快递，让更多村民足不出户享受网购的便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作出系统部署，为新征程上推进农村改革提供了重
要遵循和依据。下一步，高桥镇将继续发挥“镇村夜
会”的作用，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生根，通过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给农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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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顾江冰 郑力吉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农业农村发

展道路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后农村
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新时期脱贫攻坚
及乡村振兴，整合起来就是煌煌农业
发展史，也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奋斗史。
陕西延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实现抗战胜利的艰苦岁月。1969
年，在延安东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15
名北京知青的到来打破了村庄的平静，
注定要写下历史上的浓重一笔。

这里便是梁家河村，也是习近平
总书记度过 7 年知青岁月的地方。

当我们到来时，当年的淤地坝已然
成为丰产玉米田；铁业社、代销店、缝纫

社和磨坊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企业和
供销社，以崭新面貌为梁家河村民服
务；乡村旅游成了梁家河对外宣传的一
张耀眼名片；特色产业苹果、葡萄和规
模养殖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
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全面振兴。村里有十多人接受记者
采访，年纪最大的有90岁，最小的是“90
后”，他们不仅讲述难忘岁月，也讲述
着探索的艰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梁家河村为何能发生巨变？
是坚守初心。我们到村史馆观看

照片，聆听讲解，深感改变农村面貌需
要久久为功。梁家河村真抓实干，突
出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全面发挥村“两
委”作用，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活力。

是创新求变。坚持把做大做强产
业作为强村富民的治本之策，这里有
智慧果园和有机苹果示范园，高效推
进坝地玉米种植，打造了自己的品牌

“梁多宝”。
是一心为民。驻村工作队队员直

面 400 余户村民，以入户走访、电话询
问、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艰苦环境
打不倒有毅力的人。这是返乡创业代
表梁强始终坚持的理念。为此，他到
全国各地学习经验；葡萄种植大户贺
世勇、王新杰、杨候春等或自己摸索，
或求助短视频平台学习大棚管理技
术，使葡萄产值不断提升。而更多梁
家河村的“新农人”，他们肯吃苦、好钻
研，用实干创造着更加美好的生活。

（相关报道见第四版）

梁家河畔品读时代巨变

9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甘肃省兰州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