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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8日宣布：

应秘鲁共和国总统博鲁阿尔特邀
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3日至

17 日赴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
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
行国事访问。

应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卢拉邀

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7日至
21 日赴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
事访问。

习近平将赴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赴巴西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步前行，都蕴含着改革
的磅礴伟力。

深秋的荆楚大地，一派丰收景象。11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南下湖北，走进这块风起云涌的改
革沃土，思考部署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这是一个敢闯敢试的地方，这是一个奋发进
取的时代。孝感、咸宁、武汉，博物馆、村庄田畴、
创新平台。一域观全局。由湖北之行洞见改革开
放的万千气象，思索中华民族的阔步向前。

18.59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千万荆楚儿女正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奋勇前进。向总书记
汇报时，他们言语之间满是干劲。

走过岁月沧桑愈加豪情万丈。“这里经得住疾
风骤雨，未来更是一片光明。”习近平总书记饱含
期待，“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持之以恒抓好落实，既
敢拼敢闯又善于团结协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
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望向历史深处：
“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学习”

如绵延壮阔的长河，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流
淌而未曾中断。

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孝感市云梦县
博物馆参观出土秦汉简牍展。从刀笔留痕处，打
开历史的画卷。

金戈铁马融入岁月长歌。“板着面孔”的律
令，带着温度的家书，政务治理的得失……习近平
总书记慢步细看。

睡虎地，一个名为喜的古人，禄秩不过斗食，
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地将律条记于竹简。“春二月，
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泉。夏月，毋敢夜草为
灰，取生荔、麛卵鷇……”

简之长者，可以书史；牍之短者，可以书
启。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徭律、军爵
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秦律十八种生动
佐证，早在 2200 多年前，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就
已成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且行且思，“中华文明
里能看到历史的深厚积淀”。

知所何来，方明所往。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
展厅内，有家国事，也有烟火情。秦兵“黑夫”

和“惊”的家书，习近平总书记逐字逐句读了下来。
“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衷，母毋恙也？”故土离
愁、孝悌情深，穿越岁月长河依旧热烈如初。“家书怎
样邮寄？军功如何行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文以载道。《尚书》有言：“惟殷先人，有册有
典”。由殷商至魏晋，简牍是中华先民常用的书写
载体。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
患而经久不衰，千古文脉一华章。总书记说：“古
代简牍非常珍贵，是我们国家信史的重要实物佐
证，要善加保护，做好研究”。

回望，望向历史深处，望向传世瑰宝，更深刻洞察“第二个结合”，更深刻感悟
“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

文明浸润于泱泱大国的筋骨血脉，融铸于漫漫征途的坚实步履。习近平
总书记目光长远：“要更好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学习”，“让中华文明瑰宝永
续留存、泽惠后人，激励人们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望向广袤田野：
“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为”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湖广熟，天下足。”稻作文明悠久的湖北，是扛起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重担的农业大省。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汉平原上的咸宁市嘉鱼县：
“又是一个秋收秋种的季节，来看看这里的农村，看看这里的庄稼。”

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一望无垠，一排排、一列列，满目青翠、生机勃勃。
沿田埂走进菜地深处，总书记笑着说：“一看就会有个好收成啊！”年轻时干

过农活，他细问蔬菜生长期、问收割存储、问销量价格，“无论是耕作技术、组织形
式，还是市场销量、农民收入，一路看下来都很稳定”。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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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意火花，感受科创魅
力。11 月 6 日，以“市校协同、融合
发展”为主题的山西（晋中）第一届
大学生科技节创新设计比赛在山西
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圆满落下帷幕。
来自全省 43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们，
经过初赛、决赛，最终角逐出“智能
制造”“现代农业”“医养健康”三大
领域的一、二、三等奖。

“让城市因大学而美、发展因科
技而兴、时光因青春而靓。”“让创新
成为晋中‘日日攀高’的时代标识。”
在山西（晋中）第一届大学生科技节
开幕式上，市委书记常书铭的话语
澎湃激扬。作为大学生科技节的重
要活动之一，此次创新设计比赛旨
在支持大学生拓展创新思维、鼓励
大家参与科技创新，激发学生们的

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和科技应用能
力，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共同创新研
究、推动相关领域发展，实现科技成
果产业化。

青年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我
市紧紧围绕市委“156”战略举措，发
挥高校集聚、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比
较优势，以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
市为载体，以“双融双创”为抓手，大
力推动市校协同创新发展，汇聚青
年力量做好科技创新大文章，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市乃至全
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
型提供坚强的科技创新支撑。

这是一次科技与创新的
相互碰撞

来自山西农业大学的参赛项目

梨智云瞳-YOLOv11多模态感知智
能管理系统，解决了梨果种植中人
工套袋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显著
提升了果实质量和生产效率；来自
山西中医药大学的参赛项目抗红血
丝冻干修复面膜，是结合了现代科
技与天然植物成分的护肤创新项
目，在科技的加持下，让变美触手可
及；来自太原师范学院的参赛项目
聚苯胺腐植酸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探索能源存储的新边界，让每一
份能量都更加高效、环保……

在决赛现场，每一个项目都蕴
含着青年学子们对社会需求的深刻
洞察，对行业前景的深入分析，每一
个项目都闪耀着创意的光芒，激发
着科技引领未来的无限可能。

（下转第4版）

让 智 慧 闪 光 让 青 春 飞 扬
—— 我市以大学生科技节创新设计比赛为契机深化市校协同

本报记者 王 晶

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秋冬交替时节，我市的太行山区天高云淡，空气清新。山上的植被呈现出五彩斑
斓、层林尽染的景象，令人赏心悦目。 本报记者 裴晓军 摄层林尽染太行山

昨天，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召开，
总结交流、部署任务、明确重点，推动
工作持续用力、无缝衔接、一体贯通，
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新成效，奋力开创“三
农”工作新局面，为我市在全省推动
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晋中篇章作出积极贡
献。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捍
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高度，坚决贯彻中央及省委决策部
署，按照现场会要求，把握好立足当
前和着眼长远、小切口和大战略、典
型示范和面上推广、农民参与和政府

推动“四个关系”，再鼓劲、再加力、再
冲刺，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富民
产业、人居环境改善等工作质效，推
动“千万工程”造就千百和美乡村，努
力在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
融合发展中奋勇争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
的乡村建设模式。去年以来，我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关于“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长效机制”的改革部署，按照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四级书记抓乡村

振兴，以“百村示范、千村提升、全面
整治”为重要抓手，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全力提升乡村
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
治理水平，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新画卷。工作中，我市党政同责一
心抓，一月一主题、一月一推进、一
月一比拼，谁干得好学谁、谁干得好
奖谁、谁干得好用谁，推动乡村由表
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今年
10月25日，市委书记常书铭在全省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现场会作了交流发言，全面
介绍我市亮点做法、展示生动成效，
引发与会人员强烈共鸣。

抓紧谋实，奋勇争先。我们要认
真总结工作成效经验、坚定信心决心，
同时清醒看到农村环境整治等方面存
在的短板不足，在工作实践、会议交
流、观摩学习中多想一想、比一比、学
一学，切实增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责任感使命感，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实
效性，抓紧今年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
间，深度谋划好明年工作，绘就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新画卷，推动我市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聚焦目标，持续提升。要把握好
总体要求，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为引领，以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产业就业、社会治理、要素流动“五
个融合”为载体，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
振兴，深入实施“百乡千村”行动，让农
业插上科技腾飞的翅膀、让农村社会
安定有序、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
生活。 （下转第4版）

鼓劲加力再冲刺 汇聚合力勇争先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雷甫 智慧萍
李雨鑫）11 月 8 日，全市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
会召开。市委书记常书铭出席会议并
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对“千万工程”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精神，鼓
足干劲、奋发进取，以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成
效，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为我
市在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
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中篇章作
出积极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星主
持会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冯晓
雷传达全国、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精神。
市领导刘伟、赵成武、张英杰、许利伟、
李哲、赵宏钟、岳志坚参加。

会上，市委、市政府现场向和顺
县、灵石县颁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推进“百乡千村”治理行动奖补资
金各500万元，总计已向寿阳、介休、太
谷、榆次、昔阳、左权、和顺、灵石 8 县

（区、市）奖出4000万元，进一步亮明表
彰先进、奖励先进的鲜明态度。现
场播放《塑形铸魂赋能 村美业兴
民和——晋中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的乡村之变》专题片，充分肯定我
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取得的积极成效，和顺县、灵
石县、市文明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主要负责同志，昔阳县乐平镇党委书
记、平遥县岳壁乡西源祠村党支部书记
作了交流发言，通报全市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实施“百乡千村”治理行动
工作情况，通过成效展示、比学交流、问
题倒逼，进一步凝聚共识，把握实践成
果，切实把学用成效转化为坚定决心和
使命担当，不断增强推动工作的能动
性，以实干实绩实效奋力续写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新篇章。

常书铭在讲话中指出，去年 11月
全省现场会以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标浙江、领跑
全省，锚定村美业兴民和目标，实施

“百乡千村”行动，涌现出一批精品示
范村，形成一批好经验好做法，走出一
条由表及里、形神兼备全面提升的乡

村振兴之路。他强调，推动高质量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
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全
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捍卫“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
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中央及省委
决策部署，把握好立足当前和着眼长
远、小切口和大战略、典型示范和面上推
广、农民参与和政府推动“四个关系”，在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上再鼓劲、再冲刺，以“百村示范、
千村提升、全面整治”为重要抓手，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推
动“千万工程”造就千百和美乡村。

常书铭要求，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目标任务要再聚焦。要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为引领，以“五个融合”为载体，统
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深入实施“百
乡千村”行动，让农业插上科技腾飞的
翅膀、让农村社会安定有序、让农民就
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要以“一片一
带一圈”为总体框架，有计划、有步骤

地建成更多精品示范村、提档升级
村。要尊重百姓意愿，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全面系统、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善作善成，面上全域推进乡村人居环
境整治，线上突出乡（镇）政府所在村
建设，点上重点打造城区周边村、景区
承接村、特色产业村，点线面结合、全
市域推进。要继续用好四级书记齐上
阵、党政同责一心抓、全市域大力度推
进的机制办法。

常书铭要求，重点工作要再落实，
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强大动
力，抓重点、攻难点，坚决打好乡村全
面振兴漂亮仗。一要夯实基础守底线，
扛牢稳粮保供政治责任，抓好耕地和种
子两个要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确保脱贫人口稳定增收。二要环境
治理重塑形，持续聚焦垃圾、污水、改
厕“三大革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
快城乡水电路网一体化建设。三要产
业发展促提升，做强乡村产业，做强经
营主体，做大城乡市场，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四要乡村治理抓铸魂，坚持党
建引领，常态化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
理能力提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加快平安乡村建设，持续推进
农村移风易俗。 （下转第4版）

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召开

把学用成效转化为坚定决心使命担当
以实干续写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常书铭出席并讲话 刘星主持 冯晓雷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