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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西利亚 11月 20 日电
（记者 倪四义 陈威华）当地时间 11
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
利亚总统官邸黎明宫同巴西总统卢拉
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巴关
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
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初夏时节的巴西利亚，天朗气
清。黎明宫内，绿草如茵，450名威武
礼兵整齐列队。在 120名龙骑兵护卫
下，习近平乘车抵达黎明宫前广场。

卢拉总统和夫人罗桑热拉热情迎
接习近平，并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盛大
欢迎仪式。

军乐团奏中巴两国国歌。两国元

首一同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中巴儿童
挥舞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巴西
艺术家用中文演唱《我的祖国》。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
手致意。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在中巴建交

50 周年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
份访问巴西。刚才卢拉总统为我举行
最高礼遇的隆重欢迎仪式，充分体现
了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国
人民的深情厚谊，令我深受感动。中
国和巴西是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
家。回首过去50年，中巴关系跨越山
海，探索出发展中大国相互尊重、互利

友好、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巴
西是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
国家、首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拉美国家。近年来，在我和卢
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日益成为命
运与共的可靠朋友、共促和平的积极
力量，中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也维护了
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壮大了全
球南方的力量和声音，为世界和平稳
定作出突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天我们将中巴关
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
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同
时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

战略对接，这是中巴关系发展的又一
个历史性时刻，彰显了两国关系的全
球性、战略性、长远性，符合两国人民
普遍期待，将为双方推进各自现代化
提供动力支撑，同时也彰显了中巴携
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共同
发展的决心。中方愿同巴方一道，以
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不断
丰富新时代中巴关系内涵，做相互成
就的“黄金搭档”，朝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
星球的目标不断迈进，为人类和平和
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就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提出
4方面建议。 （下转第2版）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

作为选调生，立足新时代，更应
自信、实干、为民，奋力走好文化传
承、产业发展、为民服务的“赶考路”。

走好文化传承之路。文化遗产
见证历史发展与朝代更迭，文物古迹
标记着文化之源、发展之脉，印刻着
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提供了坚实支撑。基层选调生应
将融入血脉的传统文化基因扎根于
基层沃土，练就发现乡村传统技艺、

民俗活动、古建筑等特色文化的“火
眼金睛”。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
的融合点，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
魅力，唤醒人们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
同，让传统文化迸发出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文化自信力量。

走好产业发展之路。乡村要振
兴，产业必先行。基层选调生要找准
乡村振兴工作的实际切入点，积极参
与到农村产业发展全过程中。把产
业培育作为群众持续增收的有力抓

手，将科学的“活水”引到田间地头、
山林之中，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
山，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在
实干苦干中奋力打造“一村一品”“一
村一业”，让“地方特色”变成“知名品
牌”，让家门口的产业“活起来”，让农
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走好为民服务之路。民生无小
事，枝叶总关情。“脚下沾有多少泥
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基层选调
生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同频“一

枝一叶总关情”的初心，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凡事多为群众考虑、
处处多为民生牵挂。主动放下架子、
迈开步子、扑下身子，解决好人民群
众“柴米油盐”“安危冷暖”“急难愁
盼”等问题。始终做到“民之所忧，我
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在新
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基层选调生要实干为民
明小英

本报讯（记者 陈忠华）郭瀞鸿 93.15分，肖薇 91.71
分，艾雪梅91.67分……11月21日，昭通市第十一届职工
技能大赛首届水文勘测技能竞赛圆满结束并举行颁奖
仪式，经过3天的紧张角逐，分别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
和优秀奖。

昭通市第十一届职工技能大赛首届水文勘测技能
竞赛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水利局主办，市水文水资
源局承办。竞赛以“匠心创造、技能兴昭”为主题，分为
理论考试和外业操作两部分，来自市水文水资源局、市
水利勘测设计院和11个县（市、区）水务局的32名选手参
赛。其中 19日至 20日在昭阳区乌蒙水乡公园进行的外
业操作包括卫星定位测量河道断面、雷达波桥上测流
量、流速仪拆装养护、流速仪涉水测流量、水质现场采
样、雨量计安装及核准等技能竞赛，旨在充分发挥职业
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更新观
念，提高认识，强化措施，营造“技能强己、技能兴业”的
良好氛围。

昭通市水文水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技能竞
赛主要目的是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技能水平和理
论水平，培养出更多的水文勘测人才，能更准确地监测、
测算出昭通市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及分布规
律，服务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实现“以水定产，以水
定城，以水定人”目标，促进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

参赛选手夏安琴说：“参加本次竞赛收获颇丰，自身
的技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升。下一步，将把这些技能
运用到工作中，更好地做好水旱灾害防御等工作。”

昭通首届水文勘测

技能竞赛圆满结束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娇 丁世新）眼下，正是晚熟苹果
大量上市的季节。在鲁甸县成片的果园里，一个个色泽
鲜艳的苹果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格外
诱人。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碌地进行着采摘、分拣、搬运
鲜果。

“鲜果装箱后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客源稳
定。我家的20多亩晚熟苹果目前已销售过半，有望创收
30万元”。文屏街道岩洞村苹果种植大户马林省有着30
多年的苹果种植经验。由于前期的精心管理，今年他种
植的50多亩早中晚熟苹果获得大丰收。他家的苹果备
受消费者喜爱，每到苹果采摘季，就有不少游客慕名而
来，入园观光、游玩并购买苹果。依靠苹果种植，马林省
家每年能创收百万元。

目前，鲁甸县有苹果种植户11060户，其中，1000亩
以上的种植户3户，50—100亩的有31户，10—50亩的有
3218户。种植品种有神砂、红露、红将军、长富2号、瑞雪
等早熟、中熟、晚熟苹果，采摘期从每年的7月持续至12
月上旬。得益于鲁甸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照和气候条
件，加之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的助力，当地出产的苹果
在外观、口感和品质方面都表现出色。除满足本地市场
需求外，果品外销率高达75%以上。

苹果产业不仅是鲁甸乡村振兴的大产业，更是当地
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2024年，鲁甸县苹果种
植面积达12万亩，投产9.8万亩，预计总产量29.4万吨，
综合产值25.47亿元。

鲁甸红苹果映红振兴路

本报讯（记者 张广玉 文/图）近
日，鲁甸县光明村传来喜讯，正在建设
中的光伏项目首批成功并网发电。该
项目已帮助当地群众实现户均年收入
增长13000余元。

2022 年底，由鲁甸县委、县政府
招引的广东省能源集团贵州有限公
司，在龙头山镇投资建设了复合型光
伏电站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为208
兆瓦，总投资约12亿元，是云南省“重
中之重”项目。

据广东省能源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云南分公司工程部部长兼鲁甸龙头山
光伏项目经理唐小琳介绍，项目流转
土地 6000 余亩，于今年 5 月开工建
设。目前，项目已实施过半，不仅使群
众户均年收入增长13000余元，而且在
项目建设期间带动800余人实现“家
门口”就业，部分群众更是获得“土地
流转+务工”的双重收入。在项目运营
期间，将以吸纳本地劳动力实现就业
为主，预计需要常态化管护人员20人。

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可为社会
提供清洁电能约3.3亿千瓦时，年产值
9300 万元，可为当地创造税收收入
1000万元。同时，该项目还将助力鲁
甸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光明村这
个偏僻的小山村拥有“光明”大产业。

光明村的“光明”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 文 慧 王婷婷/文 欧贤秋/图）“你
好，我来拿些临期面包喂海鸥，谢谢你们！”11月 20日上
午8时许，水富市云富街道双江社区，几个小伙子正忙着
去各面包蛋糕店收集物资，为邵女坪特殊的客人——红
嘴鸥准备餐食。

据悉，今年受天气因素影响，红嘴鸥经过长途迁徙，
于11月初抵达邵女坪。

“红嘴鸥很漂亮，看着他们在江畔盘旋、翱翔，非常
惬意和解压，是我们本次旅途最大的惊喜！”来自四川省
内江市的游客陈某开心地说道。在邵女坪，高峡平湖波
光潋滟、红嘴鸥身姿健美，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画卷。

水富邵女坪：

人鸥和谐妙趣多

本报讯（记者 杨 芳 闵光景 苏
燕）11月20日，昭通市2024年第三期
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举行。活动
中，3家企业带着经营中遇到的痛点、
堵点、难点到现场“求医”，由市发改
委牵头，并联合市住建局等部门为企
业面对面“会诊开良方”。

“今年 10 月，我们就公司新的采
矿用电需求，向大关供电局提出了用
电申请……”昭通市开元矿业有限公
司经理金海带着大关县铅厂沟石英

砂岩矿开发供电容量的问题上门“求
医问诊”。

对此，大关供电局负责人开出
“良方”：大关供电局已按规定开展相
关工作，待铅厂沟石英砂岩矿取得采
矿许可证后，将立即开展相应电力服
务，全力保障企业用电需求。

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和云南
明全物流有限公司分别因用地、供水
等问题“挂号问诊”。面对面“接诉”
的林草、住建等部门耐心倾听企业诉

求，及时热情给出解决意见建议。企
业与相关部门都认为现场问诊这种
方式非常直接，更利于相互沟通，切
实解决实际问题。

市林草局行政审批科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坐诊接诉’，确实促进
了我们工作的提升。虽然林草局的
要素保障工作平时都做得比较好，但
我觉得还要继续加强，要为企业、为
群众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自今年8月开展“坐诊接诉”活动

以来，昭通市发改委始终坚持“有求
必应，无事不扰”的工作理念，实行交
办、承办、督办、销号“三办一销号”制
度，构建起“收集诉求—坐诊接诉—
适时回访”的工作格局，通过市县两
级联动，已为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20
多件。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坐诊接诉”活动为企业和政府以及
相关部门搭建起一座沟通、交流的桥
梁，提高了办事效率，助力企业更好
地发展。

昭通：局长“坐诊”为企业“会诊”

◆通讯员 姜连聪

“您好，您要包饺子吗？我那儿
有生姜，我去给您拿一点。”“谢谢，不
用了，我们有生姜，我打算做丸子。”
日前，在巧家县栗喉蜂虎房车营地，
一名外国游客正在与一名中国游客
用普通话打招呼，那一张张灿烂的笑
脸，传递着友善与热情。近日，巧家
县栗喉蜂虎房车营地迎来了一位来

自德国新勃兰登堡的游客——麦克·
比尔泰特。他感慨地说：“这里的生活
让人感到舒心，来了就爱上了……”

“你去洗菜、切菜，并把肉馅加上
作料调拌均匀，我来做糯米丸子。”麦
克·比尔泰特此次与妻子董雪一同来
到巧家旅游，这是他们日常互动的温
馨一幕。董雪来自北京市，在她的影
响下，麦克·比尔泰特也能用简单的
中文进行交流。他们都很喜欢巧家

美食，平时会去市场上购买食材回来
自己做饭。

据董雪介绍，他们曾在德国生活
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在北京生活过。
因夫妻俩都热爱旅游，于是他们自驾
游到了重庆。在重庆期间，偶然刷到
一个视频，了解到巧家是个旅游胜
地，便决定到巧家旅居。

“我非常喜欢巧家。这里风景秀
丽，风土人情淳朴。”谈及在巧家的旅

居生活，董雪赞不绝口，“这里的人民
非常热情好客，他们的笑容让我感到
非常亲切。我们爱上了这里，或许是
一座气势磅礴的水电站，又或许是一
处宁静致远的公园，亦或许是一顿满
足味蕾的早餐……”

“这里太美了，生活非常方便。在巧
家，品尝美食是一种特别美好的体验，
山和水也都是那么壮美，这里的一切都
让我着迷。”麦克·比尔泰特如是说。

外国游客的巧家之旅：“来了就爱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