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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俄罗斯喀山10月22日电（记
者 杨依军 黄河）当地时间 10 月 22 日中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喀山，应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

专机抵达喀山国际机场时，俄罗斯联
邦鞑靼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明尼哈诺夫、

共和国总理佩索申、喀山市市长梅特申和
俄罗斯外交部高级官员在机场热情迎接。
礼兵在红毯两侧列队致敬，身着民族服装
的俄罗斯女青年用传统礼节表示欢迎。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也到机场

迎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10 月 22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喀山，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出席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离京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

习 近 平 抵 达 喀 山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克
朱海洋 张萌

中国六成以上是山区，因资源涣
散、位置偏僻、村庄空心等诸多限制，
地形上的高地往往成为经济上的低
谷，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所在。浙
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在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背景下，之
前将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的“山区 26 县”作为试验田，以期
为全国蹚路。

浙江中部的浦江县，前些年随着
周边地区的崛起，有被赶超之势。一
头是县域产业层次不高，缺乏强有力
的引擎带动；另一头，尽管同属山区，
却又不在政策倾斜的山区县之列，浦
江被称为“夹心县”。2016 年，记者到
访该县，听闻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足
5 万元的行政村占比达 76.8%，且有 1/3
的村属于省定的集体经济薄弱村。

近日，当记者再度造访，浦江已令
人刮目相看：2017 年至 2023 年的 7 年
间，全县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翻了近
5 倍，2023 年，经营性收入超过 50 万元
的村占比达 90.3%。

浦江何以？浦江何为？带着疑
问，记者展开深度调研，以期觅得可鉴
可学的经验。

经验一：党建引领“脱虚
向实”，将“消薄”工作列入基
层党建重要考核

浦江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骆
安与壮大集体经济工作打交道，已有
10 个年头。在他看来，浦江的薄弱症
结有二：一是薄在资源，弱在能力——
前些年，美丽乡村建设大多偏向于古
村落和景区村，资质平平的薄弱村很
难享受同等利好，小打小闹的资金投
入，又很难奏效；二是弱在经济，薄在
人心——空心化的村庄迫切需要新
要素，而投资客与农民直接打交道，
各种矛盾又很突出。

面对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军令
状”，2017 年初，浦江掀起了一场“解
放思想”大讨论，最终形成两个观点：
首先是公平意识，再平凡的村庄，也该
享受平等发展的机遇；其次是市场意
识，再偏远的乡镇，也要具备搏击市场
的豪情。

彼时，纵观全省，抓集体经济绝大

多数由农业部门牵头，浦江独辟蹊径，
成立由组织部门直接挂帅的实体化工
作专班，向激发村级主体发力，为全域
深化党建联建助力。通过建章立制，浦
江使党建联建落到实处：将“消薄”工作
列入基层党建的重中之重，并构建起了
县乡村三级责任体系——县委书记带
头谋划指导，乡镇书记通盘规划聚力攻
坚，村书记“绞尽脑汁”强力落实。

在一些地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成为“老大难”，有不少是因为乡镇一
级缺位，村级单打独斗难成气候，乡镇
有能力统筹却无抓手。浦江则是体系
化推进：通过挂图作战比拼，年初明确
镇村发展任务，每月有例会，遇到堵点
就开协调会，月末年末还有考核机制，
狠抓实效。

浦江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章胜
辉认为，正是充分发挥了乡镇一级连
县带村的节点作用，浦江的县乡村三
级得以形成牢固的战斗堡垒，“特别是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认识到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
要求。当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共同富裕的思想自觉也就形成了。”

（下转第二版）

山区县如何念好“强村经”？
——浙江浦江以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回想起前些年在山里生活的贫苦日
子，再看看如今在城里的幸福生活，家住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以礼街道河滨社区
的邓选能对着记者憨憨地笑了起来。他
说，是国家的好政策，才让他有了今天的
好日子。

今年 50岁的邓选能不善言谈，喜欢把
事情藏在心里，但这丝毫不影响社区干部
群众对他的褒奖和赞扬，更不会动摇他带
领脱贫户共同致富的决心。从 2015 年成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到 2020 年顺利脱贫，
从 2017 年鼓足勇气外出务工到 2021 年
回乡创业，邓选能的故事里清晰地反映

出 6个字——“有志者，事竟成”。

砸锅卖铁也要孩子读书

在 2019 年底搬进县城的易地扶贫搬
迁小区之前，邓选能一家一直都生活在
会泽县马路乡尖山村。这是一个在大山
深处的村庄，距离县城 100 多公里。邓选
能一家就在这里住着几间破旧土房，靠
着 10 多亩山地过日子。

邓选能说，那时候日子虽然不太好
过，但种点烤烟、玉米，养几头猪、牛，还是
可以养活一家人。村里多数人的生活都
是这样，所以很少有人想外出打工赚钱。

人不被逼到绝路上，就很难下决心
作出改变。

那一年，邓选能的女儿考上了大学，
儿子也要上高中，可一盘算，两个孩子一
年的学费、生活费等开支差不多就得 5 万
元。“种地得看天，即使好年景，一年下来
收入也才一两万元，这点钱哪里够。”邓
选能叹了口气说，“孩子不能再像我们这
样生活了，砸锅卖铁也得供他们读书。”

为了孩子，邓选能第一次犯愁了。无
奈之下，他找遍了亲戚，又找村委会寻求
帮助。2015 年，邓选能一家被认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两个孩子上学的问题解决
了，邓选能的心却没有安定下来。“当时我
就想，贫困的‘帽子’不好戴，再不能这么
活下去了。”邓选能说，“我们要出去打工
赚钱，改变全家的生活。” （下转第三版）

昔日贫困户 今朝变老板

当地时间10月22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喀山，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这是
习近平与到机场迎接的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明尼哈诺夫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新华社俄罗斯喀山10月22日电（记
者 郝薇薇 黄河）当地时间 10 月 22 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克里姆林宫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 75 周
年。75 年来，中俄关系风雨兼程，探索出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邻
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双方秉持永久睦邻

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
不断深化和拓展全面战略协作和各领域
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国发展振兴和现代化
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为增进中俄人民福
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当
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
形势变乱交织，但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
谊不会变，济世为民的大国担当不会变。

尽管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两国贸易
等各领域合作积极推进，大型合作项目稳
定运营。双方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深入对接，为促
进各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习近平强调，明年是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当地时间10月2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新华社俄罗斯喀山10月22日电（记
者 孙浩 刘恺）当地时间 10 月 22 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会见老挝人民
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习近平指出，去年 10 月，我们就深化
中老全面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一年
来，两党两国各部门各地方积极落实，推
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

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作为社会主义同志
加兄弟，中老关系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具
有特殊重要位置，始终走在构建命运共
同体的前列。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永远是老挝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老挝也处在国家发展振兴的新
阶段。中方愿同老方巩固战略互信，深

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持续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交
流互鉴，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双方要
继续做大做强中老铁路，推进中老经济
走廊建设，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样板。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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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越南新任国家主席梁强致贺电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俄语版）在
俄罗斯主流媒体播出 （均据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10月2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