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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文莱苏丹哈桑纳尔陛下，
各位同事：

很高兴同大家相聚“云端”，共同庆祝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回顾发展

成就，总结历史经验，擘画未来蓝图。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走过

了不平凡的历程。这30年，是经济全球化
深入发展、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 30 年，是

中国和东盟把握时代机遇、实现双方关系
跨越式发展的30年。我们摆脱冷战阴霾，
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下转第二版）

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
——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

（2021年11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记 者 杨依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 日上午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
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
峰会。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发表题为《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的重
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年来，
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这 30 年，是经济全球化深

入发展、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 30 年，是中国和东盟
把握时代机遇、实现双方关系跨越式发展的 30
年。我们摆脱冷战阴霾，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我
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让 20
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我们走出一条睦邻友
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迈向日益紧密的命运共
同体，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天，我们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
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

程碑，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习近平指出，30 年来中国东盟合作的成就，得
益于双方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得天独厚的条件，更
离不开我们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出正确历
史选择。

一是相互尊重，坚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平
等相待、和合与共是我们的共同诉求。我们率先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中国在东

盟对话伙伴中最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我们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路径，以真
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和
问题，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

二是合作共赢，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国家
安定和人民幸福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坚定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始终聚焦发展主题，率先建立自
由贸易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推动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促进了地区融合

发展和人民福祉。
三是守望相助，践行亲诚惠容理念。互帮互

助是我们的共同传统。我们像亲戚一样常来常
往，重情义，讲信义，遇到喜事共庆贺，遇到难事
互帮衬。通过携手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
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强化了命运共同体
意识。

四是包容互鉴，共建开放的区域主义。多元
包容是我们的共同基因。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
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1月2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发表题为《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的
重要讲话。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11月2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发表题为《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的重要讲话。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日前，记者从四川省绿色种养循
环农业试点工作推进会暨项目技术培训
视频会上了解到，四川省今年启动了绿色
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在 24个畜牧大县
整县推进，力争各试点县打造种养循环示
范区 10万亩，带动全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率达到 90%以上。

会议指出，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
工作既是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需
要，更事关稳粮保供能力的提高。各地
可因地制宜创新机制模式，又可借鉴近
几年实施的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
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项目经验做

法，整合力量，统筹推进。
在原则上，强化“三个突出”。突出

区域重点，优先安排粮油和蔬菜生产，兼
顾果茶等经济作物；突出质量安全，粪肥
还田前须进行质量监测，在粪肥积造、运
输、施用中还应该进行工艺升级，确保
砷、汞、铅等限量指标符合相关国家和行
业标准要求；突出用量科学，按照不同地
力、不同作物、不同产量目标，科学确定
粪肥还田的投入量和替代化肥的比例。

在思路上，坚持“三个结合”。坚持种
养结合、点面结合、用养结合，找准发力
点，突出重点作物，集中力量打造有看头
有效益的示范区和基地，探索出可复制可

持续的技术模式和服务机制，力争用 3-5
年时间实现全县种养循环全覆盖。

在行动上，要着力“三个提升”。提升
种养结合水平，综合考虑土地和环境承载
能力，在畜牧大县和粮食、蔬菜等经济作物
主产区，合理确定畜禽养殖规模，布局好种
植区域；提升主体服务水平，支持种养大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主体承
担试点任务，培育引导其提供市场化、专
业化、精准化的粪肥施用服务；提升技术
支撑水平，充分利用各级科学施肥专家指
导组、农科院所等技术资源，以县为单位
构建 1-2 种操作性强的组织运行模式，探
索总结出1-2套绿色种养循环技术模式。

四川深入推进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
力争试点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超90%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近日，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下发了《关于规范河南省高标准农田
建设市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明确指出将严格依法设定

“红线”，加强过程监管，严厉打击影响高
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

《通知》要求规范管理对象，针对招
标人（建设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投标
人（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第三方机构）两方面主体，要增强
各参与主体的守法意识、守规意识和责

任意识，推动建立健全行业自律规范、自
律公约和职业道德准则，形成竞争有序、
诚实守信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市场环境。

《通 知》重 点 围 绕 勘 察 设 计 、招 投
标、工程质量 3 个方面，列出影响高标准
农田建设质量“禁止事项”共 15 项管理
内容，包括严禁建设单位明示或者暗示
设计单位违反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等
要求，降低高标准农田设计标准；严禁
有围标、串标、违法分包和转让等不良
行为记录，以及有违规出借资质的单位
参与投标等。

为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通
知》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测绘、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材料（设备或构配
件）采购、评估评审等从业单位和人员的
违法违规失信行为，应当如实记录，并按
照规定程序将失信记录纳入信用评价管
理体系。针对严重失信行为，依法依规
限制其进入河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
域。对监督检查发现、媒体曝光及群众
举报等并经查实的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或
质量问题，在全省范围内通报批评，暂停
安排下一年度高标准农田项目。

河南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市场管理设定“红线”

标题新闻 □□习近平向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致贺信 （据新华社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周涵维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六批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山西阳城
蚕桑文化系统等 21 项传统农业系统
入选，包括 20 个新增项目和 1 个扩展
项目。目前，农业农村部已认定了 6
批 13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
族在与自然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
并世代传承的农业系统，具有丰富的
农业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统知识技
术体系和独特的农业生态景观。农业
文化遗产蕴含着“天人合一”“节用物
力”等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
宝。这些农业遗产与周边自然环境和

谐共存，农产独特、民风淳朴、底蕴深
厚，是我们今天三产融合发展的绝佳
基础。加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
掘和保护工作，对传承中华农耕文化
精华、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彩的农耕文化风景线

各个遗产地独特的农业耕作方
式，天人合一的村落形态以及与之相
生的精神信仰、民风民俗等，展现了我
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

广西桂西北山地稻鱼复合系统，
形成了垄稻沟养鱼、稻田坑沟养鱼、稻
田深沟养鱼、田塘贯通养鱼和“稻-
灯-鱼-菇”等多种生态循环农业种养
模式，充分利用水、土、热资源，具有

典型的西南山地农业特征。
地处珠江口水乡的广东海珠高畦

深沟传统农业系统，巧妙构建了旱涝
保收的“基围+水梪+高畦深沟+园艺
作物+禽鱼养殖”生产模式及“水-果
（菜）-草-鱼-鸟”完整的生态链。

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游牧生产系
统，孕育出大气辽阔、粗犷淳朴的游牧
文化。“冬春-夏秋，逐水草而居”的四
季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遗产地
以“牧民-牲畜（五畜）-草原（河流）”
为主体、和谐共生的游牧生产系统，产
生了“蒙古族长调（乌珠穆沁长调）”

“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蒙古族搏
克”“乌珠穆沁伊茹勒（祝赞词）”和“乌
珠穆沁婚礼”“乌珠穆沁服饰”等灿烂丰
富的文化形式。 （下转第三版）

焕发优秀农耕文化新活力
——写在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公布之际

□□ 李达 张耀西 曾森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兵

泗水之阳，谓之泗阳。地处江苏北
部的宿迁市泗阳县，水系发达，京杭大运
河与黄河故道穿境而过，天然相依，最近
距离不足 300 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两
河生态廊道”。

江苏“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提出，将黄河故道作为全省发展“绿心
地带”和美丽江苏生态底线，推进黄河故
道生态富民廊道建设。

泗阳县委书记马伟说，抓住机遇就
是掌握发展主动权。全县按照省市部
署，以建设“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为
引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径，倾力将生态富民廊道打造
成黄河故道上最精彩的一段。

日前，记者来到泗阳采访，见到黄河故
道两岸绿野如画，产业多元绽放，村庄秀
美恬静。一幅“两河洲，桃花源，泗水流，阳
春驻”的“陌上泗阳”画卷令人流连忘返。

“四化”同步迈 廊道绘新图

宿迁市境内黄河故道河道长 114.3 公
里，其中泗阳境内 41.8 公里，为全市县区
最长。如何将县域内黄河故道水系基础
较好、生态环境较佳的自然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泗阳把黄河故道生态富民廊

道建设作为“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的重要
抓手，统筹推进绿色水美生态廊道、富民
增收经济廊道、城乡一体示范廊道、文旅
融合展示廊道建设。

“四化”同步集成改革首先是规划的
一体化。马伟说，全县立足“生态优先，
共同富裕”原则，明确黄河故道沿线“一
轴两片三带四园五镇”整体布局，重点实
施“个十百千万亿”工程，即打造一个“四
化”同步集成改革示范样板区，建成十个
特色田园乡村，完成百条河、渠水系连通
及净化，完成廊道沿线千户农房改善，建
设桃果、蔬菜、稻米等万亩现代农业板
块，实现百亿元农业产值，工业增值税再
增十亿元。 （下转第三版）

生态织景阡陌中 富民花开城乡间
——江苏省泗阳县聚力推进黄河故道生态富民廊道建设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