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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7日电 7 月 17 日
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指出，你担任菲律宾总统期
间，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
度，毅然作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择，
中菲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展，为

两国友好交往作出重要贡献。中菲同为
亚洲发展中国家，两国发展根植于睦邻
友好的周边环境，根植于合作共赢的亚
洲大家庭。中国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
交理念，一向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中方始终重视中菲关系，愿同菲方一道，
推动中菲关系行稳致远。希望你继续为

两国友好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杜特尔特表示，感谢中方对菲律宾经济

社会发展给予宝贵支持，特别是慷慨帮助菲
抗击新冠疫情。发展菲中友好关系符合两
国人民利益，也是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愿
望。我愿继续为推动菲中友好发挥作用。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7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记者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近年来，甘肃立足河西走廊资源优势，坚
持向戈壁要耕地、向节约要水源、向科技
要产量、向光热要品质，加快探索一体化
推进生态保护、保障粮食安全和产业升
级 的 有 效 路 径 ，努 力 让 戈 壁 荒 滩 变 成

“金山银山”。甘肃拥有丰富的光热资源
和大量闲置的戈壁荒滩等非耕地资源，
是发展戈壁设施农业的理想之地。全省
已建成戈壁设施农业 40 万亩，全产业链
产值超过 200 亿元。下一步，甘肃将持续
补短板、强弱项、延链条，全力实施好产
业集群项目，不断擦亮戈壁设施农业“金
名片”。

甘肃始终坚持“保粮”底线，构建粮经
协调格局。充分利用戈壁滩、砂石地、沙
化地等非耕地资源，集成基质栽培、节水
灌溉、品种改良、光热控制等现代技术，重
构作物生长环境，突破了传统农业对水、
土等自然条件的高度依赖，实现了“不与
粮争地，不与地争肥”，在保障农民群众收
入增加的前提下，腾出大量耕地用于粮食
生产，不仅解决了粮菜争地矛盾，也为同
步丰富“米袋子”和“菜篮子”奠定了坚实
基础。

甘肃坚持“生态”优先，构建绿色发
展体系。成功研发推广无立柱、跨度大、
便于机械化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强
的新型日光温室和适宜多种作物生长的

栽培基质，已建成基质发酵厂 12 家，年生
产优质栽培基质超过 200 万立方米。通
过“大田节水、设施蓄水、节约用水”满足
戈壁设施农业生产，集成配套水肥一体、
熊蜂授粉、绿色防控、减肥减药等绿色提
质增效技术。以水肥一体化为主的节水
节肥技术应用率达 98%以上，戈壁温室单
茬亩均用水约 400 立方米，较大田节水
40%以上、节肥 30%以上。

甘肃坚持“联农”导向，构建高效增
收模式。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规模化发展戈
壁设施农业，成功引进山东水发、神农菇
业、怡泉新禾等一批龙头企业，为戈壁设
施农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下转第二版）

甘肃加力打响戈壁设施农业“金名片”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梦帆）7 月 17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3 年上半年国民
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
合统计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核算，上
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593034 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041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230682 亿元，增长 4.3%；第三产业增加值
331937 亿元，增长 6.4%。分季度看，一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5%，二季度增
长 6.3%。

农业生产形势稳定，畜牧业平稳增
长。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3.3%。夏粮生产再获丰收。全国夏
粮总产量 14613 万吨，比上年减少 127.4
万吨，下降 0.9%，产量居历史第二高位。
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4682 万吨，同比
增长 3.6%，其中猪肉、牛肉、羊肉、禽肉产
量分别增长 3.2%、4.5%、5.1%、4.3%；牛奶
产量增长 7.5%，禽蛋产量增长 2.9%。二
季度末，生猪存栏 43517 万头，同比增长
1.1%。上半年，生猪出栏 37548 万头，增
长 2.6%。

据介绍，5.5%的经济增长在全球范
围内是较快的增速，是结构改善、动能
优化的增长，是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
变的增长，是高水平开放扩大、贸易结
构优化的增长，是就业扩大、民生改善

的增长，是粮食、能源安全得到巩固的
增长。

该负责人表示，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今年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以后，
生产需求稳步恢复，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消费和服务业加快明显，对经济增长带
动作用增强。工农业总体平稳，为经济恢
复提供了有力支撑。总的来看，经济运行
逐步摆脱疫情影响，向常态化增长轨道回
归 。 上 半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同 比 增 长
5.5%，二季度增长 6.3%。5.5%的增速明显
快于上年全年 3%的经济增速，也快于疫
情三年年均 4.5%的增速，经济增长回升态
势比较明显。上半年 5.5%的经济增速是
含金量比较高的速度。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
农业生产形势稳定 畜牧业平稳增长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日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召开了全
省秋粮生产视频调度会议，针对当前全
省各地秋粮生产实际，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就加强秋粮作物全程精细精
准科学管理、全力抗旱保丰收进行安排
部署。会议提出，力争全年粮食生产实
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

今年以来，河北省平均降水总体偏
少，7 月虽然情况有所缓解，但局部地区
旱情仍在持续，未来气象形势还存在很
大不确定性。会议要求，全省各地要充
分认识抓好秋粮生产的重要性，粮食播
种面积、产量目标是硬任务，而秋粮占全
省粮食产量的 2/3左右，只有秋粮丰收，全
年粮食丰收才有保障。要立足防汛抗旱

两手抓，做好防大汛抗大旱的准备，加强
分析研判，把底数摸清楚，把困难和问题
估计得充分一些，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
作，用秋粮丰收来确保全年粮食丰收。

当前，全省大部分春玉米已进入拔
节至大喇叭口期，夏玉米处于出苗至拔
节期，正是需水的关键时期，要加强分类
管理，落实关键措施。各地要结合天气
情况、作物长势和受旱程度，开展分类指
导，组织有灌溉条件的地区调动一切水
源，浇灌蒙头水和保苗水，对无灌溉条件
的旱地，采取中耕培土等措施，增加土壤
蓄水量，减少田间水分蒸发。同时，要加
强监测，组织各级农技人员巡回查看玉
米、大豆等作物出苗情况，对缺苗断垄的
及时补栽。对绝收地块及时改种荞麦、

油葵、青贮玉米等短生育期作物，做到种
足种满。还要针对旱情或者可能发生的
洪涝灾害，抓好“菜篮子”等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证重要农畜产品有效供应。

会议提出，各地要建立健全各项工
作机制。立足防汛抗旱两手抓，完善应
急预案，提前做好种子、肥料等物资准
备，做到有备无患。发挥农业农村部门
作用，加强人员、技术力量、物资等协调
调度，满足抗灾救灾所需。依靠科技力
量，在每个关键环节，组织科研人员、科
研力量到田间地头，分类施策，加强技术
指导。还要及时报告重大情况，发生旱
情灾情的地区要第一时间摸清底数，加
强工作统筹，以扎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努
力夺取秋粮全面丰产丰收。

河北部署加强秋粮作物全程管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

夏日的北京，无论是游玩在城区还
是到郊区避暑，都会不自觉地陶醉于蓝
天白云、花繁叶茂、绿水青山中。“晒”美
景已经成为市民和游客“打卡”北京的一
种习惯。

首都北京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十
年来，北京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引，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程度之
高前所未有、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
快前所未有、污染防治攻坚力度之大前

所未有，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形成了生动实践。

日前，记者走进北京，在首都天蓝地
绿水清的图景中感受变迁，探寻根源。

“抠”出来的北京“一微克蓝”

还记得“冬奥蓝”吗？在全球瞩目的
时刻，北京的蓝天让世界赞叹。

还记得故宫、首钢园的星轨图吗？
能在万家灯火的超大城市里看见夜空中
的星斗，北京又一次让世人为之惊呼。

所有的惊叹，都缘于人们没有忘记
北京曾一度“蓝天难见、繁星无影”。而
在短短几年里，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成为北京的又一种真实写照时，前后对
比的强烈反差让人们不禁发问：北京是
如何做到的？

看得见的北京好天儿，得益于对空
气中看不见的污染物的治理。造成首都
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主要是空气中的
细 颗 粒 物 浓 度 ，也 就 是 人 们 常 说 的
PM2.5。找到了源头，就等于找到了解决
问题的钥匙。

“PM2.5 治理要一个微克、一个微克
地去抠。”北京拿出了最坚决的态度、最
彻底的行动，以“一微克”行动为主线，综
合运用“科技+执法+管理”等手段，打响
了大气污染精准治理的攻坚战。

北京聚焦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
扬尘等重点领域，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
推进。开展多轮 PM2.5 来源解析，建成
覆盖街道（乡镇）的高密度监测体系，构
建“智慧+环保”监管新模式，实施科学、
依法治污。 （下转第二版）

大国首都擦亮天蓝地绿水清底色
——北京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见实效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杨 王艳 王振东

盛夏时节，位于武陵山区腹地的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满眼葱
郁，到处孕育着丰收的希望：产业园
内，应用了“一干两蔓”整形修剪技术
的猕猴桃长势正好，逐渐饱满的“黄金
果”挂满枝头；苗木繁育基地中，齐腰
高的柑橘苗已达到移栽标准；山上一
片片莓茶整齐排列，山下土壤中的百
合即将成熟……

在胜利脱贫摘帽、“一步跨越千
年”后，湘西州继续在农业农村部等部
门接续帮扶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来，探索突破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资源集聚瓶颈、
科技支撑瓶颈、人才匮乏瓶颈，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突破资源集聚瓶颈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农业农
村部等部门持续帮扶湘西州，尤其是

永顺、龙山等重点县，如期打赢了脱
贫攻坚战。2021 年开始，新一批挂职
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上来，丁瑞强、张高振、李
浔等人也是从那时候来到湘西，如今
他 们 已 完 成 任 务 刚 刚 返 回 农 业 农
村部。

“我们认识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的‘打法’不同，二者成败
的关键都在于产业发展，但脱贫攻坚
更关注产业覆盖面，强调联农带农机
制，而乡村振兴则需要集聚各类要素
资源，在点上突破、在链上带动。”这
两年在永顺县挂职副县长的丁瑞强深
有感触。

集聚要素资源，一项有效的探索
是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在新建
成的永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孵化中
心看到，这里集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
中心、金融中心、农业大数据中心、电
商中心等于一体，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各项服务应有尽有。

这个园区总规划面积超过 80 万

亩，核心区域涉及 5 个乡镇 37 个村，
以猕猴桃和柑橘为主导产业。园区
重点建设七大工程 28 个重点项目，
已建成 1 个万亩精品园、8 个千亩示
范园、11 万亩全国绿色食品标准化生
产 基 地 ，去 年 园 区 农 业 总 产 值 达
46.32 亿元。

产业园像一个“漩涡”，吸引各类
要素集聚而来。其中财政资金投入
7.14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33.33 亿
元。记者通过由阿里援建的指挥调度
中心大屏幕看到，通过接入物联网设
备和互联网系统，在这里可实时查看
园区内土壤、气候、虫情等多项数据，
也可监控所有 26 个种植基地的生产
实况。

阿里驻永顺乡村振兴特派员刘寒
告诉记者，近几年阿里通过田间课堂、
数字文旅景区、母亲健康快车等项目
已全面参与到当地的乡村振兴实践
中，并带动永顺电商销售额由 2021 年
的 15.69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2.63 亿
元，一年增长 44%。 （下转第四版）

找准破局策 拓宽振兴路
——农业农村部帮扶湖南湘西州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 新华社记者

生态兴则文明兴。进入新时代，生
态文明发展成为一道必答题。

这是一份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
更是一份写在人民心里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全党全国
人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
绿色发展奇迹。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老
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
著增强

盛夏时节，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明
媚阳光下，迂曲回环的尼洋河波光粼粼，
河中的沙洲绿树蓬勃盎然。

“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活在这儿
很幸福。”家住湿地旁的西藏林芝市巴宜
区立定村村民央吉拉姆感叹，这里大变
样 了 ，再 也 不 是 多 年 前 挖 沙 采 石 的 荒
草滩。

那时，植被少、沙化严重，每当刮起
沙尘暴，眼睛都睁不开。直到 2009 年，林

芝市开始实施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周
边村民纷纷参与防沙造林，这里逐渐变
了景致。

从荒草滩到鸟掠芳洲的公园，雅尼
湿地的变迁是一个生动缩影，照见了新
时代中国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实
步伐。

曾几何时，雾霾频发、沙尘肆虐、河
流黑臭……2012 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占
全球 11.5%，单位 GDP 能耗却是世界平均
水平的 2.5 倍。发展，走到了必须转型的
岔路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
九大把“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各
部门通过一系列切实举措，助力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及集群，加快
淘汰落后产能；城市污水管网建设快速
推进，不断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清洁取暖
改造减少散煤污染，可再生能源快速发
展……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曾被雾霾笼罩的天空逐渐被擦亮。
2022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 86.5%，重污染天数比例
首次降到 1%以内。

水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2022
年 ，全 国 地 表 水 水 质 优 良 断 面 比 例 升
至 87.9%。

越来越多的绿色在山川大地蔓延。
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实现双增长。一
座座精致的街角公园让市民们在“生态
留白”中享受美好生活。

发展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协调统一

走进浙江安吉县余村，起伏的山、流
动的水、绿色的竹，无数游客流连忘返。

20 多年前，因发展“石头经济”，余村
的山变成“秃头光”，水成了“酱油汤”。
痛定思痛的余村人相继关停矿山和水泥
厂，发展“美丽经济”。

2005 年 8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到余村考察，得知余村做法后评
价“高明之举”，并首次明确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理念引领中国
广袤大地发生深刻变化。 （下转第二版）

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