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镜头镜头回放回放：：
“这几年，我们村里的变化可大了，用上了冲水马桶和热水器，上

厕所不用到外边去了，我们的房子搞起了农家乐，游客都说在这里住
着舒服、饭菜好吃、歌舞好看、有民族味，村里挣了钱给我们分红不
少。”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东城镇
光东村的17名村民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座海兰江畔的村庄，在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后的9年里迎来了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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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记者 孙
奕 温馨）10月1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出席中国国际
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
周年纪念活动的外方嘉宾。

习近平首先同来华出席中国国际友好
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70 周
年纪念活动的部分外方嘉宾代表合影留
念，对国际友人长期致力于对华友好事业
表示高度赞赏。

习近平指出，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
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
展的不竭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
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
化之路。回首来时路，中国取得的各方面
成就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一大
批国际友人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
苦，众多外国企业、机构、个人积极参与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实现了
各方互利共赢，也为促进中外友好交流
合作作出重要贡献。我们将始终铭记大
家为中国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同中国人民
的真挚友谊。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
史的十字路口。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戚
相关，人类命运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愿同各国
朋友加强友好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
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要以“同球共济”的精神，凝聚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弘
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
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把我们共同
生活的地球建设成一个和平、和睦、和谐
的大家庭。

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汇聚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中国不
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欢迎更多外国朋
友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愿不断以
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

遇，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
荣的世界现代化，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绘就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中华民
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善良友
好的人民。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
文明倡议，通过真诚沟通，增进了解，加深
友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
务的党，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外交
是人民的外交。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发展中外人民友

谊、促进国际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
用，以友为桥，以心相交，不断深化中外民
间友好，团结各国朋友，共同做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践行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文
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和人民友好事
业的传承者。（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泰国前国
会主席颇钦、美国“鼓岭之友”召集人穆言
灵分别代表外方发言。他们热烈祝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在推进民间外交、增进各
国人民理解和友谊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
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成功摆脱

贫困，实现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希望灯塔。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倡
议，展现了对全球治理的远见卓识和责任
担当，为世界各国紧密合作、互利共赢指明
了方向，中国的发展繁荣必将继续造福世
界。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各领域友好交流
合作，让人民友谊代代相传，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繁荣作出
更大贡献。

外国前政要、王室成员、国际友好组织
负责人、友好人士等约200人出席。

蔡奇、韩正、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外方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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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兴产业、树品牌、美乡村，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近年来，吉
林省延边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因地
制宜，充分挖掘特色资源优势，从产业
单一、贫困落后的边疆小村，一跃成为
产业兴旺、物阜民丰的旅游网红打卡
地。延边稻米“身价”翻倍，民俗文化
弘扬，百姓安居乐业，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
之路。

产业兴农 增收有“稻”

习近平总书记与光东村村民亲切
交谈。他指出，检验农村工作成效的一
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
鼓起来没有。要通过多种途径着力构
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机制。光
东村牢记嘱托，因地制宜，充分挖掘特

色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绿色农业与
旅游业相结合、与特色民俗文化相融
合的发展之路，一改昔日的面貌。

2011 年之前，光东村还是不起眼
的“空心村”，更看不到年轻人。返乡
创业青年、“85 后”杨丽娜觉得这个村
子是个“风水宝地”：一望无际的稻
田、能歌善舞的朝鲜族阿姨，还有拌
饭、江米鸡、冷面、打糕等朝鲜族美
食。她发现，来长白山的游客更多只
关注自然风光，却没有机会了解和体
验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有些可惜。“无
论是田园风光还是民族风俗，光东村
都值得被更多人看到。”杨丽娜说。

返乡创业从经营朝鲜族民宿开
始。刚起步时，乡亲们都在看热闹，他
们不相信一个 20 多岁的姑娘能干出
什么事业。现在光东村有 60 多家民
宿，是杨丽娜挨家挨户、多次拜访的成
果。用了近 3 年时间，村里闲置的校

舍、民房被改造成了白墙青瓦的朝鲜
族餐厅和民宿。

有了餐厅和民宿，如何吸引游客？
杨丽娜一边去全国各地考察学习，一边
结合地域特色进行尝试。她还整合了
光东村万亩生态水稻资源，打造了一系
列稻田文旅体验项目，修建观景台、种
植巨幅稻田画、开动稻田小火车。

创业满一年时，杨丽娜已经与 50
多家旅行社建立了合作关系，营业额
近 60 万元。最忙的一天，村里来了
1000 多名游客。杨丽娜至今记得，当
时村里的老支书拄拐站在村头，看着
往来游客，对她竖起大拇指。

据光东村党支部书记金宪介绍，
近年来，该村聚焦现代农村田园旅游，
采取“村集体+企业+村民”的运营模
式，形成“旅游+文化、旅游+研学、旅
游+民宿”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下转第四版）

海兰江畔稻花香
——回访吉林省延边州和龙市光东村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
培奇 王帅杰）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截至 10月 10日，全省累计收获秋作物
10819万亩、占种植面积的92.5%，其中秋粮
收获7173万亩、占种植面积的94%，除沿黄
水稻、晚茬红薯、倒茬蔬菜外，秋收工作基
本结束。

今年河南秋收工作早于常年，全省秋
作物成熟时间较常年提前，收获开始时间
较常年提前 4~5 天，自 9 月 20 日河南省开
始大规模收获，至 10月 10日基本结束，收
获结束时间较常年提前 3天；秋收期间，全
省天气以晴好为主，全省收获机械准备充
足，收获进度总体平稳；机收水平持续提

高，从生产调度情况看，今年全省玉米机收
率 94.6%，水稻机收率 97%，花生机收率
83.9%，均较上年有所提高。

为切实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全省上下
早谋划、早部署，扎实做好秋收工作，确保
秋粮颗粒归仓。

（下转第四版）

秋粮颗粒归仓 河南秋收基本结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金秋十月，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迎来丰
收季，金灿灿的稻谷堆满了村里的谷仓。“有
了合作社的‘菜单式’服务，我今年轻轻松松
种了 260亩水稻，抛去投入成本，每亩纯收
入还有六七百元，真是省心又高效！”东巩镇

上泉坪村村民但召贵刚卖完今年新收的稻
谷，提到鼓起来的“钱袋子”，由衷地感叹。

南漳县是鄂西北山区县，有“八山半水
分半田”之说，人均耕地面积少，种田比较
效益低。如何让小农户更多分享现代农业
发展成果？南漳县通过大力培育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社会化服

务组织，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高
效推进“菜单式”服务，实现农业降本增效、
增产增收。

在上泉坪村，寨子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推出的服务“菜单”里有“托管经营”“订单
收购”等多种模式，农户们可以随意选择。

（下转第四版）

“菜单式”服务鼓起种粮户“钱袋子”

前不久的国庆假期，浙江省衢州市政府
食堂面向社会开放，游客可以在食堂享用当
地“百县千碗”特色风味以及时下流行的特色
小吃，花费十几元就能吃饱吃好，不少人对此
点赞支持。

这个国庆假期，文旅市场火热，对外出游
客来说，谁不希望能踏踏实实吃顿实惠又地

道的特色美食？政府食堂选择在此时敞开大
门，为到访游客提供了一条特别的用餐渠道，
以此为媒，不仅能让游客对地方特色美食有
深入体验，乐乐呵呵地解决好吃饭问题，还传
递出地方政府揽客的诚意与温度，为地方印
象“上大分”。

在为政府食堂点赞之余，也有人表示关

心，这样会不会导致就餐人数激增，给游客带
来排队烦恼？这种做法能否延续下来，让人们
在普通节假日也可以进院消费？还有网友“喊
话”自己家乡借鉴这一举措，吸引游客前来用
餐。对于这些关心和期待，还有待各地政府进
一步探索观察，真正把好事办好、办长久。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政府食堂开门迎客传递诚意与温度
刘诗麟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 孙奕）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

习近平指出，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是中越两国最本质的特征，
也是发展中越关系最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方将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愿同越方一道，在深化高水平互利合作

上走在前列，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上走
在前列，在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上走在前
列，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
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背景下，中越双方要把准政治方向，
坚持从战略高度把握中越关系，确保双
边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要
强化思想理念交流，用好理论研讨、干部

培训等机制化平台，加强治党治国经验
交流互鉴，共同提高执政能力、破解执政
难题。要打造共赢格局，挖掘合作潜能，
全面推进发展战略对接和互联互通，努
力实现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目标。要
培育民间友好，用好明年中越建交 75周年
和中越人文交流年契机，加强传统友好教
育和舆论引导，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夯实
民意基础。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 央 书 记 处 常 务 书 记 梁 强

□□ 唐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44 岁，他倾其所有在浙江省某纺织厂谋得一份生意，却在
一次机械维修中失去了左手，又因医药费、康复费，耗光了全
家所有的积蓄。

45 岁，他收拾心情回到老家种植红心猕猴桃，即将挂果时
果树染病，最终颗粒无收，旧账未还再添新债。

53 岁，他养殖的 120 多头生态黑猪遭遇疾病全部死亡，直
接损失达 30 多万元。

面对生活的重重荆棘，他为自己的农场取名“自强”，一头
扎进青山之中，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只手也能创造属于自己
的人生传奇，激励了当地一大批农民奋发图强纷纷建起自己
的“自强农场”。

他就是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五龙镇玉龙村脱贫农民冯明
武。讲起他的百折不挠，当地干部群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失去一只手，我还有一只手！”

年轻时的冯明武走南闯北，挖过矿、打过工，当过技术骨
干，也做过车间主管。2011 年，44 岁的冯明武因为一场事故
失去一条手臂，人生就此改写。

“失去一只手，我还有一只手！”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冯明
武没有怨天尤人，反而不断安慰陷入痛苦和担忧的家人。多
番考虑后，冯明武和妻子决定返乡种植猕猴桃。当时，苍溪县
正大力发展红心猕猴桃，政策支持力度很大。

得知返乡后的冯明武没有启动资金，当地政府为他协调
了财政金融扶贫资金，获得无息贷款 5 万元。他和妻子早出
晚归，天天坚守在果园里，眼看就要挂果，一场溃疡病来袭，
只能砍树。旧账未还再添新债，冯明武一家陷入绝望。关键
时刻，精准扶贫政策拉了他一把。这一年，他被列为村里的精
准扶贫户，各方力量向他伸出援手。

最终，冯明武没有被击倒，他决定重新建园，而且在扶贫项
目的扶持下，还扩大了红心猕猴桃的种植规模。在“无数只手”
的帮助下，冯明武建起“自强农场”，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

爱学习肯钻研，他成了种养循环的“土专家”

冯明武干活儿肯动脑筋。建园初期，刚栽种上猕猴桃树
苗后，土壤增肥首当其冲。冯明武就因地制宜选择松针为首
选肥料，花钱请十多位村里人到松林里刨松针。

再后来，他一边精心打理果园，一边查阅各种资料，参
加市、县举办的各种农业知识讲座、拜访农业专家，努力把
学到的新技术、新方法运用到实践中。

细心的冯明武发现，李子树与猕猴桃树套种，有利于猕猴桃树生长，查阅
相关资料后得知果树的根系对猕猴桃园有松土效果。

之后，冯明武大胆实践：在农场中间种猕猴桃，周围种脆红李等作防风
墙，猕猴桃园里间种玉米、黄豆、时令蔬菜等，林下养殖跑山鸡，房前建鱼塘养
鱼，利用玉米、蔬菜等养生猪，用猪粪生产沼气作为清洁能源，再用沼渣沼
液、鸡粪和农作物秸秆腐烂发酵制作有机肥料……

常来农场的五龙镇党委书记张兴中也不禁对冯明武的钻研劲头表示佩
服。“经过反复实验，冯明武渐渐摸索到了绿色种养门道，成了无师自通的‘土
专家’。”张兴中说。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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