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清明节期间，人们纷纷
到户外踏青赏绿，亲近自然，尽情享受美丽春光，感
受春天的生机与活力。图为游客在水富市云富街
道新寿村黄桃基地赏花。 通讯员 狄廷秀 摄

踏青赏花享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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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关
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西班
牙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
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编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
中国式现代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该书西班牙文版和此前出版的

英文、法文、俄文、阿文、日文版，对
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入了解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
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

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的现代化
新图景，增强国际社会携手同行现
代化之路，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
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共同
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西班牙文版出版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
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

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定信
心、苦干实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坚
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杭州“六小龙”火爆出圈，
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整装待
发，创新活力加速迸发；

海南岛，免签政策升级吸引境外
游客纷至沓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
运作扎实推进，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大西南，成渝中线高铁、西渝高
铁、成达万高铁多条线路施工正酣，重
大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开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起步平
稳，发展态势向新向好。

从一个园区看发展阶段之变
炫酷！2 月 14 日，来自本源量子

的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
“本源悟空”全球访问量突破 2000 万
次，刷新了我国自主量子算力服务规
模纪录。

精细！安徽树突光学科技有限公
司研制出术中手持显微镜，是目前全
球唯一能实现术中在体细胞级别显影
的仪器。

漫步合肥高新区，时不时就会与
“首台”“首个”“首款”不期而遇，感受
到浓浓的科技范儿。

时针拨回 1991年，合肥高新区刚
刚批复成立，当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
早期，入驻合肥高新区的企业以万燕电
子、美菱空调、大陆轮胎等为代表，支撑
起家电、汽车等园区主导产业。

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环境资源
约束不断加强，土地、能源供应日趋紧

张，合肥高新区一度面临用地紧张、产
业需要升级等挑战。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瞄准“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合肥高新区探索一条“原始创新—核心
技术—领军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
的内生发展之路。

蜀西湖畔，一条涵盖“卫星制造—
卫星发射运营—数据应用”的空天信
息全产业链正在打造；量子大道，集聚
了近30家量子产业重点企业，70家配
套企业……点燃创新引擎，合肥高新
区迎来发展动能之变，平均每平方公
里就有18家高新技术企业。

“今天，合肥高新区近六成的工业
产值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合肥高新
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规划运行处处长
姚展堃说。

同样一片土地，发展质量更优，单
位面积产出也更高了。近年来，合肥
高新区积极推行“亩均产出为王”的效
益理念。唤醒沉睡资源、提高利用效
率、推广集约用地、升级产业结构……
2024 年，合肥高新区亩均税收、亩均
营收较上年度分别提升18.5%、15.7%，
园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是全国平
均水平的1/4。

2005年，合肥高新区工业总产值
首次突破100亿元。2024年，这一数字
攀升至2410亿元。“未来，高新区将进
一步放大科技创新优势，促进产业能
级跃升，力争3年内形成3个千亿产业
集群，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策源地和新兴产业集聚地。”姚展堃
表示。

【链接·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阶段。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式
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2024年，
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34.9万亿元，首次
突破 130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经
济总量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中国持
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
稳定锚。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基础稳、
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
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从一条科创走廊看发展理念之新
上海松江区，“曲率引擎”加速器

硬科技园启动建设，未来将以“孵化超
级工厂”的形式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
才和项目，形成创新“雨林生态”；浙江
杭州市，“杭州六小龙”发展迅猛，游戏
科学、宇树科技等高科技企业接连创
造惊喜；安徽芜湖市，深耕涵盖整机组
装、螺旋桨、航电系统等方面的航空产
业链，低空经济加速起飞……开年以
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持续推
进，协同创新捷报频传。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13.3%，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占全国
11%，独角兽企业数量占全国 12%，科
创板上市企业总数占全国 1/5……诞
生 8 年多，串起沪苏浙皖四地九城，
G60科创走廊结出累累硕果、崛起创新
高地。

这条走廊的诞生，源自新发展理
念的指引。 下转第2版

牢牢把握首要任务 决战决胜“十四五”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观察（上）

人民日报记者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对新时
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系
统化理论概括，高质量发展是习
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标识性的
重要内容。《习近平经济文选》第
一卷中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
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的
相关著作，构成了具有原创性标
识性的经济发展理论，明确了新
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之路。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学思
践悟以知促行，决战决胜“十四
五”。近日，记者走进一线、奔赴
现场，实地感受各地区各部门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的蓬勃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实践伟力，切实强信心、鼓实劲、
促发展。 ——编 者

◆记者 唐龙泉飞 马 娟 刘兴刚

3月 19日至 2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云南考察时强调，文旅产业要走一
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这对云南
文旅工作而言，是极大的鼓舞与鞭
策。昭通文旅部门深刻认识到文化
和旅游工作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
的重大使命与责任，将保护传承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深化文旅融
合，加快发展文旅产业，走出一条持
续健康的文旅发展之路，把文旅产业
打造成为昭通的支柱产业、民生产
业、幸福产业。

汇聚力量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

与文化。昭通古城，坐落在滇东北的
乌蒙大地上，历经数千年历史的洗
礼，经无数代昭通人打造，现已实现
蝶变。这个春天，你可以走进昭通古
城的文渊街、怀远街、建设街、陡街、
挑水巷等大街小巷，参观汉孟孝琚碑
亭、姜亮夫故居、广东会馆、迟家大
院、李耀庭家庙、原昭通女子中学等

古城遗址，探寻古城的前世今生，追寻
古城的文化韵味；感受昭通古城的历史
文化魅力，体会昭通人民不懈奋斗的精
神，展望生态旅游城市的美好前景。

走进昭通古城陕西会馆的“昭印
文创”小店，只见几名老年游客正看
着儿时的玩具——吹鸡，时不时放在
嘴边吹奏一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看到这些东西，勾起了儿时的回
忆，这里面蕴含着昭通古老的文化底
蕴，陕西庙确实恢复得相当好，它承
载着我们老一辈人的回忆。”一位游
客感慨道。

“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让
这座美丽的古城焕发新的光彩。”习
近平总书记在丽江古城作出的指示，

让昭通文旅界形成共识、找到方向：
保护与发展并非像硬币两面相互对
立，而是相辅相成，更需协同发力。
如何打造昭通特色旅游文化城？昭
通市的思路非常清晰，即突出“保护
为先、传承为主”，融入文化元素，以
文化为统领，强化文脉关联性。

下一步，昭通将围绕昭通古城4A
级景区打造、名城申报工作，以文庙
片区、老师范片区、挑水巷片区、老四
小招商引资项目为载体，重点对文保
单位、历史建筑、特色民居等进行活
化利用，努力将昭通古城打造成“滇
东北历史文化名城”。

让巧家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

出：“云南要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
和文旅产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
效、群众增收。”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让巧家县找
到了发展文旅产业的方向。

巧家素有“水上天堂、避寒胜地、
西部三亚”的美誉，气候舒爽宜人，冬
无严寒，花开四季，非常适宜康养旅
居，更是冬季的避寒胜地。2023年以
来，巧家县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
气候条件，吸引了大批房车旅游爱好
者汇聚于此，尽享休闲时光。

时下，在巧家县魁阁公园东南侧
的房车营地，已停了 100 多辆大小不
一的房车，一车一篷间，处处洋溢着
怡然自得的“烟火气”。“巧家让我眼
前一亮，这里的环境气候特别舒适，
打造的滨江大道非常漂亮。”来自甘
肃的旅客尚久生开着车来到巧家后，
每天都会晨起跑步，他认为巧家是个
好地方。在巧家停留已有半月的西
安房车旅客武慧芳非常喜欢巧家的
气候，“在这里生活挺好。”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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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文旅融合 展示“不一样的昭通”

本报讯（通讯员 黄成元 杨若萱）4月的盐津大地，
处处生机盎然，猕猴桃果园更是一派繁忙景象。

“天气回暖了，我们要抓紧时间给猕猴桃松土施
肥。要想果大好吃，就必须得修好枝、除好草、施好
肥，促进腋芽萌发和枝叶生长，为猕猴桃花期补充养
分，提高坐果率。”落雁乡共和村猕猴桃种植大户胡
弟彪说道。

趁着大好春光，胡弟彪忙着指导村民们嫁接、修
枝、施肥，为猕猴桃开花坐果、优质高产打好基础。

几年来，胡弟彪一共种植了 20亩猕猴桃，已全
部挂果投产，实现产值 14万元，不仅自己的腰包鼓
了起来，还带动了6户村民户均增收5000元。目前，
共和村的猕猴桃种植面积已达500亩，实现产值350
万元。

刘敏是普洱镇箭坝村有名的猕猴桃种植户，她
家种植的 10多亩猕猴桃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我们
家的猕猴桃，采用绿色、生态的种植方式，保证了果
实的品质和口感。每年销售猕猴桃的经济收入除去
成本，有4万元左右，今年我要精心管护好这片猕猴
桃，争取有更好的收入。”刘敏一边给猕猴桃修枝，一
边高兴地说。

随着产业的发展，箭坝村的猕猴桃产业逐渐发
展壮大。如今，这里的猕猴桃种植面积已达300亩，
总产值可达210万元。

近年来，盐津县充分利用海拔、气候、土壤等优
势，把大力发展猕猴桃产业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突
破口，积极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
等方式，大力发展猕猴桃种植，面积达4500余亩，预
计可实现产值3150万元。

“当前，猕猴桃管护进入了关键时期，盐津县不
断优化春耕生产服务，努力为实现全县猕猴桃产业
丰产增收创造利好条件。”盐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
表示。

盐津4500亩猕猴桃
管护忙

本报讯（通讯员 何桂花 朱 睿 杨全伟）清明时
节，大关县靖安镇康庄社区的油菜花迎风盛放，金
色花海与青翠山峦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吸引众多
游客纷至沓来。

走进靖安镇粮油观光科普基地，蜿蜒的观光步
道串联起连片花田，游客们穿梭其间拍照留念。村
民李正芬说：“我们是住在旁边的村民，油菜花开了
后，早上、下午都来看看，挺好玩的。”

去年以来，靖安镇积极探索发展新路径，以“农
业+文旅”为抓手，精心打造油菜、向日葵花海旅游
项目。沿着3000米的观光步道，游客们可以沉浸式
体验田园风光，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而24块科普展
板串联起的油菜、向日葵等特色农业景观带，不仅
为游客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还让大家在踏青赏花
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传统农耕文化，增添了游玩的
趣味性和知识性。

为了增加游客旅游体验的丰富性、趣味性，在
盛花期，靖安镇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油菜盛花期，我们组织了精彩的歌舞表演、绚丽
的烟火秀，还打造了热闹的美食街，以及浪漫的露
营烧烤区域。同时，为确保游客的安全，我们对周
边的宾馆和餐馆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并为游客
准备了免费的停车场。”靖安安置区康庄社区党总
支书记范广文介绍道。

这片金色花海不仅成为旅游景点，更铺就了乡
村振兴路。范广文说：“去年我们种植了向日葵和
油菜，农旅结合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和餐饮业，在
油菜和向日葵盛花期，周边宾馆全部爆满。去年花
开的时节，吸引了30多万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不仅如此，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工等多元化
合作模式，项目已带动周边易地搬迁群众近 3000人
次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靖安“美丽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黄 桦 陈 立 黄义
勇）时下，永善县溪洛渡街道干河村的
乌蒙金沙干河蔬菜基地100余亩花菜
迎来采收期。走进基地，只见一垄垄
花菜长势喜人，工人们分散在田垄间
收割花菜，一派繁忙而有序的丰收景
象呈现在眼前。

据永善县乌蒙金沙农业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张莉介绍：“花菜
作为短、平、快农作物，不仅营养价值
丰富，且生长周期较短、种植方法简
单、市场需求大。现在是我们基地采
摘的最后一批‘订单花菜’，一般从每
年11月开始到次年4月结束。种植半
年左右就可以采摘，每亩产量 6000斤
左右，每斤售价3元左右，主要销往成
都、重庆、广州等地。”

干河村因气候温和适宜、土质优
良，适合发展蔬菜产业。近年来，干河
村因地制宜发展订单种植，采取“党支

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积极
动员群众将土地流转承包给永善县乌
蒙金沙农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土
地流转、规模化种植、劳动务工等形
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该公司以订
单式种植模式为核心，大力发展有机
产业，与生鲜市场签订订单，为其提供
货源。目前，根据订单需要，种植了莴
笋、花菜、四季豆、娃娃菜等 276 亩时
鲜蔬菜，亩产效益 12000元以上，年总
产量2000余吨，总产值330余万元，每
个季度都有不同应季蔬菜上市，带动

了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农村经济
良好发展。

“订单蔬菜”不仅给种植合作社带
来了好收益，创造了好前景，同时也拓
宽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路。蔬菜基地
长期有40余名群众务工，每月发放务
工工资10余万元，同时群众还有土地
承包费。“我们周围的土地都流转给蔬
菜公司，每亩 800 元，我在这里务工，
每天工资 100 元。相当于有两份收
入，挣钱顾家两不误。”干河村村民黄
士友高兴地说。

永善“订单蔬菜”拓宽群众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