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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 10年，又一次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
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城市
工作指明方向。

城市，文明发展的空间，现代化建
设的载体。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坐
标上，此次会议更加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战略意义。

7月14日上午，京西宾馆，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会场，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同样的场合，2015年 12月 20日，
新时代首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

历史大潮奔涌。新时代的壮美图
卷中，690多座城市的拔节生长，构成
其中璀璨夺目的绚丽风景。

“时隔 10 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
市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新时代以来
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析城市工作面
临的形势，对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
作出部署。”

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先
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
成就——

城镇化率从 2012年 53.1%上升到

2024年67%，城镇人口由7.2亿增加到
9.4亿，19个城市群承载全国75%的人
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近1.1万公里；

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
住房 6800多万套，惠及 1.7亿群众；全
国共有历史文化名城143座、名镇312
个、名村 487 个，划定历史文化街区
1300 多片，认定历史建筑 6.89 万处；
2024 年全国重点城市 PM2.5 平均浓
度比 2013年下降 60%，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15.7平方米……

既有城镇人口数量、经济承载能
力、城市基础设施的硬指标，也有具体
而实在的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深刻诠释了“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
命体系统谋划”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这样去
数一数、算算账，可以看到这 10 多年
取得多么辉煌的成绩。”

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中国，山川
形胜间，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
发，一个个城市群联袂成势、动能涌
现，开辟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会场之外，盛夏北京，贯穿南北、
联通古今的城市中轴线绿意盎然，一
派亘古亘新的非凡气度。

习近平总书记回忆道：“去年中非
合作论坛，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我
说，年轻时就来过北京，当时见不到多
少树，现在变得这么好啊！”

古都之变，是“城市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的一个缩影。

总书记说：“北京在推动减量发
展、克服大城市病方面，这些年是在蹚
一条路子。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空气
质量的明显改善，2024 年北京空气
PM2.5平均浓度是30.5微克每立方米，
比2013年下降65.9%，蓝天成为常态，
我在北京APEC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
的‘APEC蓝’没有食言，实现了。”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站在新的起
点上，面临着新的形势。

一个论断，引人瞩目：“我国城镇
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
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
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既定原则，一以贯之：“十年前的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我讲了‘一个尊
重、五个统筹’，这些并没有过时，要继
续抓好落实。”

“五个转变”，格外鲜明：转变城市
发展理念、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城
市发展动力、转变城市工作重心、转变

城市工作方法。
“一个优化、六个建设”，十分明

确：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力建
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着力建设舒
适便利的宜居城市、着力建设绿色低
碳的美丽城市、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
韧性城市、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
城市、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认识论决定
方法论。

“我说的都是‘转变’”“这里强调
的是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而不是其
他投入”“‘内涵式发展’，要重点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点明其中要义，

“对这些重大变化，要深刻把握、主动
适应。”

一个例子很能反映问题。“我国已
成为世界上高层建筑最多的国家，要
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增强高空消防
能力，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

“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这是时
代之变，也是人心之变。需要从建设

“上与浮云齐”的大楼中证明自己、找到
自信，那页历史已经悄然翻过去了。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是一个
大原则，不是千城一面，而是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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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的纵深感来把握现在做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侧记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张研

仲夏 7 月，乌蒙山深处的昭通市
盐津县田间地头生机盎然。落雁乡天
星村的七彩花生基地里，饱满的果荚
预示着丰收；中和镇的竹笋加工厂内，
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将本地山珍
变成畅销全国的休闲食品；标准化鸡
舍中，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盐
津乌骨鸡茁壮成长……这幅生机勃勃
的画卷背后，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科技特派团扎根盐津3年的科技
赋能成果。

以中国农业科学院文杰研究员为
顾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符明联研究
员为团长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盐
津县科技特派团，自 2022年 3月以来
精准对接盐津乌骨鸡、肉牛、生猪、竹、
花生、茶叶六大主导产业，围绕产业技
术指导服务、品种技术引进推广、技术

瓶颈集中攻关、本土人才培养帮带、农
业产业功能拓展五项重点工作，落实

“三覆盖两促进”帮扶要求，深入调研，
精准施策，展开了一场为期 3 年的科
技攻坚与产业提升行动。

针对传统花生生产效益低下的
难题，花生产业组引进筛选出高产、
高附加值的“云花生”系列彩色花生
新品种，集成推广“种子包衣+专用
缓释肥+无人机绿色防控”技术。在
落雁乡建成的 650 亩“七彩艾田”科
技示范园，鲜果亩产跃升至 774.68公
斤，产值达 7746 元，较传统种植增收
2.3倍，带动全县累计推广彩色花生 1
万余亩，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
子。花生—玉米间套作在基本不影
响玉米产量的同时，增收一季花生，
实现了粮经作物协同发展，拓展了花
生产业发展空间。

针对盐津 118万亩竹林资源曾面

临加工转化率低的难题，竹产业组牵
线引进龙头企业投资3亿元建设深加
工基地。一期 5000 吨产能生产线在
中和镇投产，开发出调味笋、清水笋尖
等系列产品。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年
消耗本地竹笋90%以上，年产值突破2
亿元。

针对盐津县传统乌骨鸡产业品牌
升级，乌骨鸡产业组推动盐津乌骨鸡

“四统两品”标准化生产（统一鸡苗、饲
料、时间、防疫，强化品牌、品质），建立
蛋鸡示范基地3个，带动脱贫户220余
户；制定盐津乌骨鸡养殖与疫病综合
防治保健方案，雏鸡成活率从 56%提
高到95%以上。

肉牛产业组立足盐津本地牛产业
的发展需求，引进优良肉牛品种与本
地黄牛开展杂交改良，推广冻精改良，
改良后的肉牛市场售价提高了 18%。
推广玉米秸秆饲料利用，累计推广应

用玉米秸秆青贮53万吨，每出栏一头
肉牛节本增效1000元以上。

茶产业组集中攻关，破解茶叶病
虫害绿色防控、茶叶加工方面的技术
难题。推广建成品种和技术试验示范
园1000亩，示范区茶园鲜茶平均产量
提高20公斤以上，增加鲜茶产值1200
元以上。

3 年耕耘，特派团累计完成技术
服务 1000 余人次，开展技术培训 150
余场次，发放技术资料 5000 余册，帮
带培养基层农技人员 50 余名，完成
技术培训 6000 余人次；引进品种 150
余个，完成技术瓶颈攻关 20 余项，推
动盐津六大主导产业实现量质齐升，
有力带动了农民增收，促进了乡村产
业振兴。当满载笋制品的货车驶出
深山，当彩色花生成为电商“爆款”，
科技之光照亮了盐津乡村产业振兴
之路。

科技特派团深耕盐津3年——

乌蒙山乡绽放“产业富民花”
◆云南日报记者 陈云芬

盛夏时节，永善县溪洛渡街道
新拉村绿意盎然，层叠的梯田与错
落的民居、葱郁的林木相映成趣，构
成一幅和美乡村的生态画卷。

通讯员 陈 洪 许晓瑞 摄

永善
盛夏乡村田园美

本报讯（通讯员 谭兴华 毛 露）
2025 年以来，水富港锚定“长江上游
枢纽港”定位，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基调，抓实生产经
营、安全保障、绿色转型等各项工作，

实现生产经营指标“双增长”。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水富港完成货

物吞吐量416.33万吨，同比增长51.54%；
集装箱作业量完成29644标准箱（其中铁
路集装箱 27345 标准箱，同比增长

25.16%）；累计实现营收62672.41万元，
同比增长96.94%，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水 富 港 作 为 云 南 省 唯 一 实 现
3000 吨级船舶江海直达的长江干线
港口，以“港航贸一体化”为战略目

标，通过加大货源开拓力度、优化货
种结构、整合物流资源、开辟新航线、
提升服务质量等举措，充分发挥“水
公铁”多式联运优势，实现货物吞吐
量和经营效益稳步增长。

水富港上半年实现生产经营指标“双增长”

本报讯（通讯员 许 鹏）近年来，威信县大力推动农
产品绿色认证，以提升特色产业附加值，助力农业高质
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8个生产主体的 25个产品
获得绿色食品证书，覆盖生产规模 2.117万亩，年核准产
量达 9558吨。绿色食品产业已成为县域农业发展的新
引擎。

作为认证受益者，威信亿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实
践颇具代表性。2024年，在县农业农村局的帮扶下，公
司基地 400亩“贵长”猕猴桃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不
仅附加值显著提升，线上线下销路也全面打开，实实在
在尝到了“绿色甜头”。着眼长远发展，亿丰公司今年计
划新增猕猴桃种植品种，待试种成功后继续申报绿色食
品认证。

“绿色认证是打开高端市场的‘金钥匙’，我们种出
的果子品质好，通过绿色食品认证，能走出云南、打入省
外市场。”亿丰公司负责人杨云一边修剪果树，一边介
绍。依托绿色食品认证带来的品牌效应，公司的猕猴桃
产品溢价空间持续扩大，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的能力
也不断增强。

和亿丰农业公司一样，位于庙沟镇的威信家银种植
专业合作社在2024年完成了2个猕猴桃品种的绿色食品
认证，产品附加值随之提升，这让合作社负责人十分满
意。“绿色食品认证就是我们产品的‘增值密码’，有了这
张‘通行证’，我们的猕猴桃打入了高端市场，溢价达20%
左右，这效益真是看得见、摸得着！”合作社负责人说道。

据介绍，威信县农业农村局通过技术帮扶、流程指
导、政策激励等举措，激发生产主体的申报积极性。从
基地选址、种植标准到质量检测，全程提供专业支持，确
保获证产品品质过硬。“这段时间正是猕猴桃产业夏季
管护期，我们现场查看基地猕猴桃管护情况，同时对基
地拟申报的产品开展前期调研与指导工作，为认证工作
顺利推进奠定基础。”威信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林付
权介绍道。

如今，绿色食品认证已成为威信农业的“金字招
牌”，不仅推动山葵、猕猴桃、核桃、蜂蜜等特色产业提质
增效，更引领全县农业向生态化、品牌化转型。

本报讯（通讯员 罗明江）当前，彝良县5万余亩烤烟
已进入成熟采烤期，烟田里、烤房旁随处可见烟农采收、
烘烤烟叶的忙碌景象。

走进彝良县龙街苗族彝族乡长炉村高坎组的烟田，只
见烟农们穿梭于田间，仔细采摘、精心挑选烟叶。近期雨
水充沛、天气晴好，烤烟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烟站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烟农科学采收。

据了解，彝良县今年共种植烤烟51660亩，计划收购烟
叶1350万斤。烤烟种植覆盖7个乡镇的34个村（社区）282
个村民小组，涉及2723户烟农，户均合同面积18.97亩。

本报讯（通讯员 朱 睿 武琛蕊）盛夏时节，大关县
薄皮糯玉米陆续成熟上市。今年大关县共种植薄皮糯
玉米 2.7 万亩，预计全年综合产值 6000 余万元，覆盖 10
家新型经营主体和 8000 余户农户。这条金色的产业
链，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让农户的钱袋子越
来越鼓。

近日，在大关县特色农产品加工集散中心，几十名
工人正熟练地对刚收购的糯玉米进行筛选、加工。“我们
第一步是初选，挑选出不良的、有虫眼的、有霉烂的玉
米；第二步是去头、去尾、去壳，挑选出更优质的玉米进
行深加工。”大关县惠农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黄洲说，筛选后的残次品及玉米壳，则被加工成青贮
饲料销售给本地养殖户，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

在加工车间内，经过冲洗、真空包装、蒸煮灭菌、冷
却等一系列工序后，原本普通的糯玉米摇身一变，成为
开袋即食的休闲食品。这些软糯香甜的糯玉米保质期
可达9个月，通过“线上+线下”模式销往全国各地。深加
工不仅解决了鲜玉米保存难题，还极大地提升了产品附
加值。

自6月开始，大关县薄皮糯玉米相继成熟，收购工作
如火如荼进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合作社已收购约7000
吨，其中 500 吨用于深加工，6500 吨生鲜糯玉米销往重
庆、四川、广东、北京等地。今年我们计划收购12000吨，
预计产值达4100万元。”黄洲介绍道。

为了让更多农户参与糯玉米种植，大关县创新推行
“企业+村集体公司+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企业免费为
农户发放种子，并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玉碗镇老街村村民陈太军便是受益者之一。除了
售卖自家种的糯玉米，他还在加工厂务工，实现双重增
收。“种子由企业发放，我们种植糯玉米后由企业收购。
我在这里上班，每天收入约 130 元，在家门口工作很满
足。”自糯玉米成熟以来，从收购到流水线生产，农产品
加工集散中心工人最多时可达60人。

此外，天星镇还建起干籽粒糯玉米加工厂，生产玉
米面条、糯玉米粉等产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

如今，大关县糯玉米产业已形成从种植到加工、销
售的全产业链。

威信绿色食品认证驱动

产业升级

彝良5万亩烤烟进入
成熟采烤期

大关糯玉米全产业链发展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