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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0月2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40 年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扩
大开放，深化改革创新，艰苦奋斗、锐意
进取，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区域协
调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
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激发创新活

力和内生动力，积极参与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高质量发展。要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
制；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
大国际合作，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助力打
造“投资中国”品牌；巩固提升先进制造
业产业基础，推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
数字化，打造数字产业、未来产业，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国家级经开区 40 周年座谈会 20 日
在天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会上传达习近平
重要指示并讲话。何立峰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是新时代新征程做好

国家级经开区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国家级经开区
发 展 面 临 的 新 形 势 ，围 绕 中 心 服 务 大
局，打造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试验田，
当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建
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示范区，
争做区域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
者，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生力军，努力开创经开区
工作新局面。

商务部、中央编办、工业和信息化
部、自然资源部，天津、江苏、安徽、广西
和 部 分 国 家 级 经 开 区 负 责 同 志 作 了
发言。

习近平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 断 激 发 创 新 活 力 和 内 生 动 力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通辽市地处“黄金玉米带”，今年玉米种植面积达1900余万亩。得益于浅埋滴灌、
密植高产、一喷多促等技术手段的推广运用，通辽玉米迎来丰收季。图为10月19日，在通辽
市开鲁县小街基镇明升村，卡车司机将装运的玉米推平。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10 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普拉博沃·苏比
延多，祝贺他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

传统友好邻邦。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持续稳步提升，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新
阶段。明年是中印尼建交 75 周年，将为
推进双边合作提供新契机。我愿同普拉

博沃总统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印
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书
写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团结协作、互利
共赢的新篇章。

习近平致电祝贺普拉博沃就任印尼总统

□□ 王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焦宏 赵炜

2023 年，中药材种植面积 212.5 万
亩，全产业链产值 454 亿元、实现增加
值 58.36 亿元，占全省中药材产业的
56.2%、占全市 GDP 的 9.7%……地处黄
土高原、青藏高原和西秦岭交汇地带
的甘肃省定西市，因独特的地理位置、
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
中药材资源，自古就有“千年药乡”“天
然药仓”的美誉，是全国道地、优势地
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

近年来，定西市立足丰富的中药
材资源和深厚的中医药文化积淀，以
打造“中国药都”为目标，着力推动中
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全生命周期服
务、全过程质量监管，有力推动了产
业聚集和规模扩张，于今年成功入选
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
抢抓机遇，推动中医药产业链种植、

交易、加工等各环节高质量融合发
展，“千年药乡”在新时代正焕发更大
光彩。

源头提升中药材标准化
种植水平

近日，在渭源县新寨镇有机药源
基地，成片党参苗郁郁葱葱、长势喜
人，药农正加紧进行除草、喷药、安装

“诱虫板”等管护工作，为增产增收打
好基础。

“我自己育了 2 亩党参苗，来年开
春能移栽 20 亩，预计能卖 20 万元。好
收成离不开政府免费为我们发放有机
肥和遮阳网，还请专家手把手给我们
进行技术指导。”新寨镇廖家寨村村民
王学武看着地里一株株茁壮生长的党
参苗笑着说。今年以来，当地通过项
目奖补、配置农产品源头追溯监控系
统等举措，对党参种植、施肥、采挖全
过程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监控，实现道

地中药材全程可追溯，引导中药材种
植由分散向集中转变，助推中药材产
业高质量发展。

“一味好药材，一头连着优质种
源，一头连着种植方式。好药材是从
地里长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甘
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药炮制制剂
科首席专家杨锡仓介绍，长期以来，中
药材掺杂使假、农药残留、重金属超
标、营养价值下降等问题损害产业声
誉、困扰产业发展，“关键要从源头管
住、管好中药材生产，健全标准指标体
系，推进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定西市从源头下功夫，抓
好种植环境改良、种质资源管理与保
护、新品种引进示范等工作。引进甘
肃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团队，创新
育苗机制筛选优质种源，通过组培技
术进行提纯复壮，对中药材优良种苗
进行繁育，从源头上把控病害发生；

（下转第二版）

“千年药乡”焕新彩
——甘肃省定西市推进中医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镜头镜头回放回放：：
2019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省光山县东岳村，走进村

文化接待中心，了解光山县脱贫工作和中办在光山县扶贫工作情况，察
看了糍粑、月饼、咸麻鸭蛋、黑猪腊肉、红薯粉条、甜米酒等“光山十宝”和
光山羽绒服等特色产品，详细询问产品的市场销路和带动村民脱贫的作
用。光山花鼓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两名
花鼓戏演员给总书记现场表演了一段新编花鼓戏，赢得热烈掌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竟涵

位于大别山腹地西北麓的东岳村，
隶属河南省光山县。十多年前，这里是
国家级贫困村，全村 2000 多人，1/4 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杨长太也是其中之一，
他还记得那时的日子：“我因为车祸等意
外成了贫困户。看到村里其他贫困户大
多是老人或残疾人，我去开会都是坐在
后排，不敢抬头。”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杨长太在
村“两委”和驻村干部帮扶下，找准产业
发展路径，2015 年不仅自己脱了贫，之后
又带动其他村民增收。2019 年，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东岳村考察调研，杨长太和
其他 5 名脱贫致富带头人一起，面对面向
总书记汇报。

总书记的嘱托给了东岳村人莫大的
动力。今天的东岳村环境美、产业兴，村
民足不出户，就能把优质水稻、茶油、咸
麻鸭蛋等农副产品从网上卖到全国……
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家历数村里这几
年的新变化，自豪地说：“现在村里人出
去，一说自己是东岳村的，不仅昂首挺
胸，声音都还要大上几分。”

“总书记是站在我们农民
的角度来考虑”

雨后，黛瓦白墙的东岳村文化接待
中心前，绿草如茵，空气清新湿润，让人
恍如置身江南。2019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
总书记到东岳村调研时走进这里，详细
察看和询问特色脱贫产业。

“总书记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老
百姓心坎里的话。”虽然已经过去 5 年，但
杨长太仍清楚记得，总书记是怎样关心
乡亲们的收入和生活，自己又是怎样向
总书记汇报脱贫致富的经历。

“我就是一个农民，普通话里还带点
光山口音，所以当时我想着尽可能地讲
清楚，讲慢点。”一开始，杨长太难免有些
紧张，但看着总书记亲切的目光，他慢慢
放松下来，说起了自己怎样被识别为贫
困户，怎样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
帮扶下找准产业发展方向，又是怎样成
立了四方景家庭农场。

“2017 年，四方景家庭农场成立党支
部，我当上支部书记了。”杨长太还记得，
说到这里自己有点激动，“我响亮地向
总书记汇报，作为一名党员，我应当带头

脱贫；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我更应当带
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

为更好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东岳村
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让党员致富带头
人带动群众共同增收。2019 年，杨长太
的四方景家庭农场为村民开出了 50 万元
务工工资，2023 年，这笔支出达到 130 余
万元。

向正梅也是当时和总书记面对面交
流的群众代表之一。在她家的堂屋里，
还挂着现场拍摄的新闻照片。“看，这个
穿红衣服、笑着的就是我。”

快人快语的向正梅其实很能干，家
里因为婆婆生病花光积蓄，2014 年被识
别为贫困户。向正梅想通过扩大水稻种
植规模脱贫，但没有设备和资金。2016
年，她靠小额贴息贷款购买了旋耕机，
2017 年承包了 140 多亩稻田，当年收入
7 万多元，实现了增收脱贫。“当时我向
总书记汇报，2019 年水稻种植面积已经
扩大到了 300 亩，预计收入能超过 10 万
元。总书记听了很高兴。”向正梅说。

问脱贫、看产业，在东岳村文化接
待中心，总书记还察看了“光山十宝”。

（下转第二版）

大别山里的乡村新事
——回访河南省光山县东岳村

□□ 黄森林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大家看我削的橙子，汁多味甜！”
眼下又到了脐橙上市的季节，在湖北
省恩施州巴东县的橘园里，总能看到
陈兹方直播卖橙子的身影。

和其他带货主播不同的是，摘橙
子、削橙子、拍摄、剪辑等工作全靠陈
兹方用双脚完成。1989 年 3 月，陈兹
方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水布垭
镇许家湾村，他天生没有双臂，但身体
残疾和家庭困境没有难住这个青年。

“天生无臂阻碍不了我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他通过自学和努力，用双脚学
会穿衣、打字、开网店等技能，如今，
陈兹方的直播平台拥有近 200 万粉
丝，上千万阅读量，带动了周边 270 户
500 多人摆脱贫困、增收致富。

“办法总比困难多！”——
用双脚代替双臂

“我觉得自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
样！”金秋十月，记者见到陈兹方时，
他正在自己的铺子里娴熟地用脚打包
发货、在手机上打字回信息，长时间劳
动使脚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茧子，但他
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陈兹方从小家庭贫困，9 个月大

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艰难地将他和
哥哥拉扯长大。因为中学距离家里有
40 公里，现实条件很难保证他完成学
业。但苦难不仅没有压垮陈兹方，反
而成为了他不断前进的动力，陈兹方
选择在家自学。经过年复一年的刻苦
练习，他不仅自学完了初中课程，还能
游刃有余地完成吃饭、洗脸、洗澡、炒
菜、劈柴等活动。

“冬天山上特别冷，为了方便劳
动，他总是穿得很单薄，也不穿袜子，
只穿一双拖鞋，脚冻得通红，即便如此
仍不忘学习。”作为同乡，水布垭镇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美强常常
去看陈兹方，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他
从不叫苦，从不主动向政府伸手，再难
的时候也总是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为了摆脱贫困，陈兹方尝试养猪
放羊，到周围工地打打零工，虽然不愁
温饱，但因为缺乏技术和资金支持，一
家人收入增长十分缓慢。2014 年，哥
哥送给他一部智能手机，为他打开了
另外一个世界。“我看到手机上也可以
买卖东西，就想我们村里的山货那么
好，怎么就不能卖得更远更好呢？”陈
兹方抱着这个念头，想办法报名参加
了巴东县电商培训班。一年后，陈兹
方不仅能够熟练地使用电脑，还在淘
宝上开起了网店“陈兹方铺子”。他的

电商创业生涯也自此打开。

“你不创新，就会被淘汰！”——
停不下来的脚步

网店开业第一年，陈兹方主要卖
巴东特产的富硒土豆、鸡蛋、腊肉等山
货，为了自己的品牌和信誉，店铺内所
有 的 产 品 都 是 他 亲 自 从 农 户 家 采
购的。

“身边没有人能教我怎么开店，从
找土豆开始，拍摄、上架、打包、发货，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弄的。”陈兹方告诉
记者。

陈兹方回忆，由于当时的包装不
科学，导致农副产品在运输途中出现
变质，产生大量退货。创业的第一年，

“陈兹方铺子”亏损了 3 万元。
2017 年，陈兹方引进了科学高效

的包装技术，同时他更新了精心拍摄
的产品照片，网店迅速打开了销路，

“土豆最高纪录一个月卖了 10 万斤，
全年卖了几十万斤，在淘宝土豆销量
榜上，我一个人做到第四名；卖玉米
酒卖到酒水类第二名，县里有 3 家酒
厂一起供货才能保证供应量。”

随着客户的增多，发货量迅速增
长，由于当时陈兹方家在大山深处，
从山里收发快递十分不便，直接影响
销售。 （下转第三版）

无臂青年用双脚创造幸福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腾飞 齐雯怡 李沅津）以读会友，以报
传声。 10 月 18 日，2024 年农业农村部

“送报下乡”项目读报用报座谈会在安徽
省合肥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20 个省
（区）的读者代表齐聚一堂，分享通过读、
用《农民日报》了解政策资讯、学习典型
经验、带动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生
动故事，并为进一步实施好“送报下乡”
项目、提升办报质量建言献策。

送《农民日报》下乡是农业农村部每
年 为 农 民 办 实 事 的 重 要 项 目 之 一 ，自
2010 年起已坚持 15 年，通过送报把党的
强农惠农政策、丰富实用的“三农”资讯

和科技文化知识送到农村千家万户，每
年近千万人次农民群众受益，受到送报
地区农民群众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是粮食生产基
地和全国蔬菜之乡。“读、用《农民日报》让
当地群众找到了种业振兴的金点子、绿色
种植的新模式、金融助农的好办法。”铜山
区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李晨表示，当地大
许镇农民张书喜从《农民日报》上了解到
玉米新品种，转型种植 3000 亩富硒黑玉
米，不光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周边群众致
富。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桥头镇杨坝村驻
村工作队队员李国辉介绍，看到《农民日
报》刊登的种植新品种新技术，村里引进

高产耐旱的作物品种，有效提高了作物产
量和品质。安徽省肥西县金牛蚕桑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启华是《农民日报》
的一位老读者，正是看到《农民日报》上一
篇栽桑养蚕的报道，他带领乡亲们一起因
地制宜发展蚕桑产业，走上了富裕之路。

“《农民日报》是我们了解和掌握最
新‘三农’政策的有效途径，报纸上有很
多全国各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
典型做法可学可鉴。”福建省南平市建阳
区南林村党支部书记陈新炜说，《农民日
报》刊发了很多政策理论解读、典型经验
报道，稿件深入浅出，事例详尽易懂，一
看就明、一学就会。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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