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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记者
古一平）记者13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获悉，全国夏粮小麦收购工作
开局良好，截至目前已累计收购夏粮
小麦超1700万吨，进展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
司副司长向玉旭告诉记者，近期对部
分产区新季小麦开展的质量监测结果
显示，今年新季小麦质量整体好于常
年，目前购销比较活跃，加工企业开库
收粮，储备企业有序轮入，贸易企业积
极参与收购，小麦收购进度快于上年
同期，市场运行比较平稳，优粮优价特
征明显。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数据中心研

究员曹雨然表示，在政策利好、品质良
好、进口减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
营主体心态好转。当前小麦市场价格
底部明确，部分中间商已经开始考虑
建立库存头寸。由于新麦品质好，储
备库轮入采购也在加快推进。此外，
今年以来谷物进口同比减少较多，对
国内小麦市场形成有力支撑。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
和形势分析研判，多措并举激发市场
购销活力，全力抓好收储调控措施落
实，确保收购工作顺利推进，守住农
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维护市场平
稳运行。

全国夏粮小麦收购量超1700万吨

高考已经结束，多地公布志愿填
报时间，招生入学工作成为社会关注
焦点。少数自媒体为追逐流量和谋
取私利，趁机夸大宣传、断章取义，捏
造不实信息。这些行为不仅增加家
长心理压力，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还
扰乱正常招生秩序，损害教育部门和
学校的公信力。

招生入学工作是保障教育公平
的关键环节，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
容不得任何歪曲解读。少数自媒体
把招生入学当作“流量密码”，贩卖

“升学焦虑”，破坏教育生态，亟需予

以整治。
不良信息的传播止

于公开、止于透明、止于
监管。教育部门要确保
及时、全面、准确发布招
生政策和学校招生计划
等信息，对家长关心的
热点问题及时组织解
答，不断提高招生入学
工作透明度。网信、公安等部门要拿
出真招实招，对屡屡违规的自媒体账
号加大处理力度，切实维护家长和学
生的合法权益。

网络平台要加强内
容审核，从源头上遏制
相关不良信息的传播。
少数自媒体账号会通过
使用谐音字、错别字等
手段，规避平台审核。
对此，平台在加大人工
审核投入的同时，要加
快技术革新，利用人工

智能等技术手段快速有效识别和过
滤不良信息。还应设立便捷的举报
渠道，并确保举报信息得到及时有效
处理。

面对少数自媒体账号的“话术”，
家长需保持高度警惕。看到“内幕
消息”“缴费占学位”“内部关系入
学”等敏感字眼，要有甄别意识，避
免被误导，从而产生非理性的教育消
费行为。

招生入学工作，关乎孩子未来，
关乎家庭幸福。整治涉及招生入学
的谣言，是维护教育公平、营造良好
教育生态的必然要求。各方协同发
力，才能让招生入学工作不受干扰，
让家长和学生免遭坑骗。

新华社贵阳6月11日电

招生入学不能成为少数自媒体“流量密码”
新华社记者 郑明鸿

山西金华苑宾馆有限公司拟进
行股权重大变更，为了保障合作伙
伴的权益，特此公告。

请与我公司有尚未结清（在法
律保护范围内）的债权、债务关系
的单位及个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90 天内携债权、债务凭证及时
到我公司进行登记确认，若超过登
记期限，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处

理。为了避免遗漏，请及时来公司
登记确认。

公司办公地址：晋中市榆次区
安宁大街 385 号（晋中市榆次安宁
实业有限公司办公楼102号房）

联系人：霍东英
电 话：13513686066
联系人：乔有生
电 话：13703548273

山西金华苑宾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4日

公 告

（上接第 1版）我 们 要 认 真 学 习 领
会、深入贯彻落实。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
力奋斗。

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院长曲青山、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刘奇、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志军、上
海市市长龚正先后发言。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
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座谈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北京
市、上海市负责同志，陈云同志亲属、
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等参加
座谈会。

（上接第1版）
2023 年 5 月，首届中国—中亚峰

会在古都西安举行，习近平主席全面
阐述中国对中亚外交政策，同五国元
首共同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正式建立中国—中亚
元首会晤机制，设立中国—中亚机制
秘书处。习近平主席就建设一个什么
样的中亚提出“四点主张”，就如何建
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四个
坚持”，得到中亚各国元首高度赞同和
热烈响应。

从《西安宣言》的出炉，到一系列
多双边文件的签署，再到重大合作共
识的达成，这一历史性峰会，在中国同
中亚国家绵延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史上
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为地区乃至世
界和平稳定注入强大正能量。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中
亚合作内涵日益丰富，全方位、多维度
的立体合作格局日益完善，机制框架
内成立的经贸、产业和投资、农业、交
通、海关、公安内务、应急管理等部级
合作机制高效运转。不久前，中国—
中亚外长第六次会晤在阿拉木图举
行，与会中亚国家外长高度评价同中
国的高水平团结互信和中国—中亚机
制重要作用，表示将深入挖掘双方合
作潜力，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建设新的里程碑。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
长舍拉季尔·巴克特古洛夫认为，中
国—中亚机制“年轻有为”、富有成效，
开创亚欧地区多边协作新模式，有助
于各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协调立场、
增强互信，在地区安全和发展问题上
达成共识。“相信即将召开的阿斯塔纳
峰会将为拓展合作视野、取得更多造
福地区人民的务实成果注入新动力。”

同声相应 携手奔赴现代化

4月29日，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
德地区的群山间，机器轰鸣声打破山谷
的沉寂。中吉乌铁路位于吉境内段的

三座隧道开工建设，标志着中吉乌铁路
项目正线工程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作为中吉乌三国元首亲自推动的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标志性工程，这
条“钢铁丝路”承载着三国人民互联互
通、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吉交通和
通信部官员塔里耶尔·克尔迪别科夫
认为，中吉乌铁路将重构中亚地区的
物流网络。在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家和
实业界人士运动—自由民主党副主席
梅利博耶夫看来，中吉乌铁路是中国
与中亚国家深化互信与务实合作的有
力证明。

“世界需要一个联通的中亚。”
2023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
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说。两
年来，伴随中国—中亚机制合作水平
不断提升，中吉乌铁路开工、中国多地
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哈萨克斯坦西
安码头投运并实现高质量发展、跨里
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持续推进……中
国与中亚国家不断深化互联互通，中
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开启新篇章。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新起
点，中国和中亚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和力度强化合作，共谋发展，携手奔
赴现代化。

越织越密的通道网，架起经贸往
来“直通桥”，助力中国和中亚国家跑
出互利共赢“加速度”。搭乘日夜兼程
的班列、货车和航班，中国的家电、日
用品、新能源车等产品源源不断进入
中亚，中亚的化肥、棉花、牛羊肉等优
质产品更快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中
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与
中亚国家贸易总额达948亿美元，较前
一年增加5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38岁的哈萨克斯坦农场主谢尔盖
告诉记者，他近年与中国企业合作尝
试“订单农业”种植模式，按中国市场
需求种植粮食作物，还接受中国农业
专家的技术指导和帮助，解决了“种粮
难、卖粮难”问题，收入增加了，一家人
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盼头。

从共建农业技术实训基地，到打造
信息技术产业园，从开发风电、光伏等
清洁能源项目，到开设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中国与中亚国家务实合作不断拓
展新领域，取得新成就，为中亚各国产
业升级、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学者阿卜杜
加尼·马马达济莫夫说，中国—中亚机
制为地区稳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期待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继续
深化双方合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物
流项目，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形成合力，
推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相知相亲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5月31日，车身绘有大雁塔、古城墙
等西安地标建筑的首趟中国—中亚国际
人文旅游专列（西安—阿拉木图段）缓缓
驶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火车站。中哈
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宣布推动开行面向中亚的人文旅游
专列等一系列合作倡议。从丝路起点到
中亚腹地，飞驰的专列为民心相通架设
新的桥梁。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董
事会副总裁阿努阿尔·艾哈迈德扎诺夫
说，希望专列的开通能够促进中国和中
亚国家民众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分别实施互免签证政策。今年
是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也是中国

“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年”。越来越多的
中国游客前往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丝路
古城感受中亚风情，“到中国去”也成为
不少中亚国家游客的共同选择。

在中国和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之
间，千年丝路人畅其行、物畅其流，带来
的是民心相通和文化交融。从教育合
作到地方交往，从治国理政交流到减贫
合作，深入而持久的文明对话与互鉴，
让这份友谊更加醇厚。

职业教育合作为中亚青年打开通
向未来的机遇之门。在塔吉克斯坦，中
亚地区首个鲁班工坊运行超过两年，为

当地培养城市热能应用技术和工程测
量技术人才；在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
斯坦州，鲁班工坊专注培养汽车专业
人才；在阿斯塔纳，哈第二个鲁班工坊
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吉尔吉斯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去年揭牌，土
库曼斯坦鲁班工坊建设持续推进。

“中文热”“中国热”在中亚国家不
断升温。中国与中亚国家互设文化中
心加快推进，13 所孔子学院“桃李满
天下”，赴华留学成为越来越多中亚年
轻人的选择。如今，中国和中亚国家
已结成近百对友好省州市，丰富多彩
的交流合作项目涉及青年、文旅、经
贸、媒体等多个领域。

共同修复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
城，联合考古发掘哈萨克斯坦拉哈特
遗址，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同保护传承
长篇英雄史诗《玛纳斯》，中国和中亚
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让更
多丝路瑰宝重绽光华，为中亚文明的
传承发展书写崭新篇章。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观察家沙罗菲
丁·图拉加诺夫说，中国—中亚机制成
为推动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的重
要平台，为深化彼此理解和信任提供
重要支撑，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注
入更多人文力量。

在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
科学委员会哲学、政治与宗教研究所
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艾达尔·阿姆列巴
耶夫看来，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将
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亚各国团结合
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为地区繁荣发展和完善
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从千年风华的西安到充满活力的
阿斯塔纳，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蓬勃浪潮中，在携手奔赴现代化的
崭新征程上，在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中，中国与中亚国家必将传承世代友
好、继续守望相助，为维护世界和
平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
贡献。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陈云同志
诞 辰 120 周 年 座 谈 会

（上接第1版）
他说，此次，中国—中亚峰会将首

次在中亚国家举办。习近平主席将出
席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同与会中亚国
家领导人围绕中国—中亚机制发展成
就、框架内互利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
点问题等交换意见，并共同出席相关活
动。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分别同

中亚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对中国同中
亚五国关系发展做出顶层设计。

“我们相信，通过本次峰会，中国
同中亚五国将进一步夯实互信基础，
凝聚合作共识，深化战略对接，推动各
领域合作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正
能量。”林剑说。

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