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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1月17日电
（记者 陈威华 马峥）当地时间 11 月
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
达里约热内卢，应巴西联邦共和国总
统卢拉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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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机抵达里约热内卢加里昂空军
基地时，巴西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
接。巴西空军号手吹号致敬，礼兵分
列红毯两侧。

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向巴
西政府和巴西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
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我曾 4 次到访巴
西，亲眼见证了巴西近 30 年来的发
展变化，再次踏上这片热情的土地，
我倍感亲切。中国和巴西是志同道
合的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作
为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巴虽
然远隔重洋，但彼此吸引，遥相呼
应。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
化，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人文合作多
点开花，传统友谊焕发出新的时代生
机，在国际上共同发出全球南方的正
义声音，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今年，两国隆重庆祝

建交50周年。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我期待同卢拉总
统就进一步提升中巴关系、加强两国
发展战略对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
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相信这次访问
将进一步增进两国战略互信，深化双
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关系开
启下一个“黄金50年”。我也期待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同
各方一道，共商大计，共谋发展，共同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
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二十国集团作
为国际经济合作重要平台继续发挥更
大作用。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巴西大使祝青桥也到机场

迎接。
习近平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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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国事访问离开利马时，秘鲁部长
会议主席阿德里安森、国防部长阿斯
图迪略等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乘车从下榻饭店赴机场
途中，很多当地民众自发聚集在道
路两旁，向车队挥手致意，华侨华
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挥舞中秘
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
满成功。

习 近 平 抵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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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叶 康 安德立 实
习记者 兰 波）11月 18日，“有一种叫
云南的生活·冬游云南 旅居云南”新
闻发布会在巧家县金沙江七里漂浮码
头举行。

巧家县坐落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
带，平均气温21℃，冬无严寒，空气负氧
离子含量高。白鹤滩水电站建成蓄水后
造就了高峡平湖之景，呈现出“一面山、
一江水、一座城”的奇妙景观，赢得了“水
上天堂、避寒胜地、西部三亚”的美誉。
当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旅游爱好者

陆续抵达巧家，共享冬日好时光。
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昭通市、曲靖市、楚雄彝
族自治州、巧家县及云南省房车协会等
单位相关负责人对“冬游云南、旅居云
南”作了介绍，并围绕打造冬季“旅居品
牌”、房车旅居等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来自山东省济南市的游客蒋雪
说：“我们在巧家待了半个多月。这里
气候宜人，是一个过冬的好地方。巧
家人民格外友善、淳朴，环境十分优
美。房车营地的设施一应俱全，在房

车营地让人感到很安全。”
据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之所以选
择在巧家县举办这次新闻发布会，主要
是因为巧家旅游基础好，通过发布会能
够充分展示巧家县在旅居产业中的独
特优势，同时也是对巧家旅居发展蓝
图的一次展望。

昭通市凭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
富的文化资源，成为云南旅居产业的
典范。近年来，昭通市立足“一山、一
城、一址、一江”的资源禀赋，努力将大

山包打造为5A级景区，更好地展现乌
蒙磅礴的“大昭通”；努力将昭通古城
创建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更好地
呈现文化厚重的“老昭通”；努力把扎
西会议会址申报为国家文保单位，更
好地展示革命圣地的“红昭通”；努力
把金沙江高峡平湖打造为精品旅游线
路，更好地彰显水韵秀丽的“美昭通”，
持续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下
一步，昭通将不断优化旅居环境，提升
服务水平，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昭
通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

“冬游云南 旅居云南”新闻发布会在巧家举行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做好新时代流动党员管理工作作出
部署。《意见》强调，各级党委特别是
县级党委要把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
管理工作作为党的建设重要任务和
经常性工作。

紧扣教育管理“育流”，让流动
党员“流而有学”。要坚持党员流动

到哪里，学习教育就跟进到哪里。
充分搭建“线上+线下”学习平台，分
领域、分对象抓实抓牢在外流动党
员政治学习，确保其思想“始终在
线”。通过参加典型教育活动和座
谈交流，共同分享学习心得与体会，
总结工作成效亮点，进一步拉近党
群干群关系，促使流动党员实现从

“流入”到“融入”的转变。及时为流
动党员“送学补课”，确保流动党员
思想“不游离”、联系“不脱节”，流动
不流学。

汇聚关心关爱“暖流”，让流动
党员“流而有家”。要让流动党员在
漂泊中感受到家的存在、家的温暖，

流而有家。从活动的组织，到心理
疏导，再到解决流动党员的急难愁
盼等，基层党组织要精准链接“需求
端”和“供给端”，把关心关爱工作做
实做细，让流动党员“外出有根、流
入有家”。要统筹党群服务中心、便
民服务大厅、党员教育基地、红色之
家等各类阵地资源，向流动党员开放
活动场所，针对不同类型流动党员需
求提供组织关系转接、政策咨询、信
息引导、法律援助等多元化服务。

聚焦双向奔赴“聚流”，让流动
党员“流而有为”。流动党员是“星
火”更是“宝库”，如何让流动党员
从“流动”到“作为”，真正用活用好

“流动财富”是当前重要议题。一
方面要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的责
任，确保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流
动不流失”。要深入挖掘流动党员
资源，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立
足岗位做贡献”等实践活动，引导
流动党员亮身份、办实事、当先锋，
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环
境整治等。

唯有真正让流动党员不仅“流
入”党组织，更能“融入”组织的大
家庭，才能让更多流动党员凝聚在
党旗下，实现“异地亮身份、他乡显
担当”，激发广大流动党员的动力
活力。

让流动党员“流入”更“融入”
邱有昆

◆记者 张广玉 文/图

11 月 7 日，“红色扎西”话赓续
“印象昭通”看振兴——纪念“扎西会
议”90周年主题采访活动第三小组在
鲁甸县采访中，走进了桃源回族乡箐
门村尤家湾乡村振兴先导工程示范
区，领略了这个湖滨秀丽村庄的魅
力，切实感受到了“有一种叫云南的
生活”。

当日，细雨蒙蒙，数平方公里的
湖面笼罩在雨雾中，远处的村舍若隐
若现，近处的几间茅草屋则显得格外
秀美、古朴。这里是尤家湾自然村新
打造的一个景点，名为“在水一方”山
庄，人们在这里可以听音乐、喝茶、喝
咖啡、就餐。记者在了解“在水一方”
山庄由破旧民房转变为网红地的历
程后，山庄负责人现场演唱了他自己
创作的歌曲《桃源》，记者一行不禁陶
醉其中。

而另一处名为“竹源”的山庄更
为火爆，餐饮部负责人说：“每到节假
日，就餐和烧烤区的桌位早早就被订
完了。”

据桃源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尤
家湾有 108 户 368 人，距鲁甸县城 5
公里、距昭阳城区 18 公里，具有交通
便利、产业基础雄厚、自然风光优
美、人文环境优越、民俗文化浓郁的
优势。近年来，尤家湾自然村通过学
习“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农文旅融合
发展，群策群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成功入选云南省文旅厅农文旅融合
发展示范村典型案例。

据了解，桃源乡坚持规划引领，

依靠群众主体，凝聚发展共识，充分
发挥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
过乡村干部入户走访、召开院坝会
等方式，在充分了解群众意愿和发
展方向的基础上，绘就村庄建设规
划图。转变生活方式，积极发挥党
员干部带头示范作用，转变生产生
活方式，提升人居环境。群众主动
拆除不能再利用的老旧危房、圈舍
等 附 属 设 施 32 户 57 间 2736 平 方
米。发挥群众作用，财政资金项目
主要投向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改
善。在污水、道路建设中带动 82 人
获得劳务费 38 万余元；在苹果产业
建设过程中 200 余人获得劳务费 156

万余元。群众获得收入后，自行对
房屋提升 43 户 18060 平方米、改造
庭院 1240平方米。

在产业培育、招商赋能方面，桃
源乡立足做好“设施农业、高效农业、
生态农业、共享农业”四篇文章。通
过培育发展，在尤家湾周边建成了
10000 亩稻田基地、10000 亩苹果基
地、5000 亩香葱基地、5000 亩大樱桃
基地。持续撬动五八农业等社会资
本带活产业布局，增加就业岗位。盘
活乡村资源，突出民俗和饮食文化，
植入“小吃街”、庭院餐饮等业态。引
导村内群众推出糯米粑粑、丝窝糖、
烤牛干巴、小肉串等特色小吃，积极

培育有民俗特色的婚庆表演活动。
带动本村 11 户群众自营餐馆、小吃、
超市等，带动 9户群众出租房屋。通
过招商引资布局“震希”果蔬采摘园、

“振兴”儿童乐园、“云水间”民宿露
营、“竹源”餐饮、垂钓亲水、亲子农场
等经营业态，丰富游客体验。

此外，该乡不断创新运营模式，
联农带农增收。采用“村党组织+村
集体经济+市场主体+农户”的管理
运营模式，统一管理、统一宣传、统
一节假日活动主题，抱团发展。拓
宽群众增收渠道，通过房屋租赁、土
地流转、务工就业、自主经营等方
式，108 户农户可实现户均年增收 1
万元以上。示范带动区域发展，通
过尤家湾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建设，
带动桃源生态旅游度假区、万亩稻
田观光打造，串点、连线、扩面，辐
射带动周边产业提质增效、群众就
业增收。

今年以来，尤家湾累计接待游
客 10 万人次以上，综合旅游带动经
营收入 300 万元以上，在不断完善建
设的同时注重长效运营管理，优化营
商环境，真正贯彻落实市委聚焦省委
做实“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着力打
造新时代“昭通印象”，推进“在云南
样样好、在昭通越来越好”的部署。

在昭通尤家湾 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罗 洪）沪滇协作，山海情深。自2021
年上海市闵行区对口帮扶绥江县以来，精准选派教育专
家人才到绥江县进行“组团式”帮扶，以千里支教培养“造
血细胞”，推动绥江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自己读读句子，想想‘赛过’是什么意思？”11月 15
日上午9时，在上海闵行区援建的绥江县五福小学，二年
级（3）班学生正在上一堂语文识字课，执教的是有着34年
语文教学经验的闵行区支教老师乔燕。与常规的集中识
字不同，乔燕采取了“随文识字”的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的语
言应用能力。通过创设丰富的生活情境、故事情境和活
动情境，满足学生的独特体验需求，调动学生的主动探
究思维，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让原本枯燥的识字课变
得生动有趣，学生学得格外专注，这也让 20多名听课教
师耳目一新。

新的观念和教法源于备课，集体备课也是支教团队
在绥江传播先进教育理念的重要形式。11月15日中午，
闵行区支教老师薛李带领绥江县五福小学、凤凰小学的
10多名语文教师开展了一场三年级语文集体备课活动。
在分享课文《美丽的西沙群岛》的教学设计时，薛李提出

“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语言的美，在比较阅读中体会
语言的魅力”的教学理念，引起了绥江教师的共鸣。闵绥
两地教师通过思维碰撞，促进了观念互通、技术互学、共
同发展。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教育要求老师抓住知识的本
质，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启发学生思考……”师资培训
是支教帮扶的重要内容，11月 15日下午，有着 38年数学
教学经验的闵行区平阳小学支教老师蔡建华举办了一堂
专题讲座。蔡建华以数与运算教学为例，与绥江县五福
小学教师们就“如何让学生更智慧地学习”进行了深入交
流。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在思维碰撞中迸发出智慧
的火花，促进了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更新。

“理念的改变才会促使教学行为的改变。”蔡建华表
示，希望通过师徒带教，让绥江的教师迅速成长，大胆实
施教学变革、提高教学水平，让山区孩子能够享受到更优
质的教育。

教育援滇，人才是根本。2021年以来，闵行区已累计
选派3批9名教师到绥江支教，教育改革发展的“金种子”
已在绥江生根发芽。

绥江县五福小学的一天

本报讯（记者 陈忠华 文/图）“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
在这张纸上画了恩波楼、济川门和罗炳辉、龙云等昭通的历
史文化建筑和英雄人物，希望能学习昭通历史，缅怀先烈事
迹，传承英烈精神……”

11月 18日下午，在市档案馆、市幼儿园联合举行的
“星火传承、童心向党”——红色记忆“存档”仪式上，一
名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手持自己创作的画，走上讲台，
介绍画的主题、内容和精神，赢得了老师、家长和同学们
的阵阵掌声。

11月 15日，700余名幼儿和家长在解说员的带领下
走进市档案馆和市博物馆，开展了“大手牵小手”沉浸式
体验。亲子红色教育活动。在昭通市档案馆内，孩子们
一边观看陈列物品，一边聆听讲解，一路追寻历史，一路
思考。当天活动结束后，家长们声情并茂地向孩子写出
了300多封“家书”，孩子们精心绘制了350余幅栩栩如生
的画作，将自己的所见、所感绘制成画。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昭通精神力量。昭通市档案馆
成立于 1960 年，2007 年成为首批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2022 年创建为全省第一家国家级数字档案馆。今
年，昭通市档案馆联合市博物馆和市幼儿园等单位首次
开展了“星火传承、童心向党”亲子红色教育系列活动，
让家长陪同孩子一起通过实地观察、聆听讲解、红歌互
动，问答交流、动手操作等方式学习档案文化，将红色印
象转化为心中灵动的记忆。

昭通市档案馆负责人说：“开展本次活动，目的
是以家庭档案的形式把孩子们的这份初心记录好、
保存好，引导他们坚定红色信仰。幼儿教育从档案
抓起既是昭通首创，更 是 今 后 档 案 工 作 长 期 拓 展
的方向。”

当天，市档案馆向孩子们颁发了“红星小宝贝”荣
誉证书，向市幼儿园回赠了 1960 年 2 月 26 日地区幼儿
园组织孩子参加昆明至昭通航班试航的珍贵合影
照片。

“我们向市档案馆移交的红色记忆画作，是孩子们
通过绘画、手工制作等形式表达对红色故事、历史事件
的理解与感受的直观载体。它不仅记录了孩子们纯真
无邪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更是红色文化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的生动体现。”市
幼儿园负责人说道。

昭通多部门联合开展
亲子红色教育系列活动

昭通发布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