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18日 星期三 农历甲辰年十一月十八 今日8版
LASA DAILY www.lasaribao.com

□拉萨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4-0024 □邮发代号：67-35 □新闻热线：6353985 □广告热线：6339945 □发行热线：6338817 □责任编辑：拉珍 □校对：党世友、赵耀铁

第2642期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
红土地上成长、发展。”

一路走来，从农村大队党支部
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对这片
土地爱得热烈、爱得深沉、爱得
恒久。

兴“三农”、固邦基，除贫困、向
复兴。

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指引下，
广袤大地日新月异，乡土中国沧桑
巨变。

（一）

2024年 11月 5日，湖北省嘉鱼
县潘家湾镇，甘蓝舒展，沐浴阳光，
满目青翠的十里蔬菜长廊，见证了
感人一幕——

菜地深处，习近平总书记微笑
着探身向前，伸出手来。菜农叶祥
松迈前一步，紧紧握住总书记的手。

都是干过农活的手，握在一起，
格外亲切。

熟知农民、熟稔农谚、熟悉农
活、熟识农情，在广阔乡土和广大农
民间如鱼得水，真情流露，这是习近
平总书记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青蛙打
鼓，豆子入土”“寸麦不怕尺水，尺麦
但怕寸水”……沾泥带露的话脱口
而出，他对土地的了解深入肌理。

2024 年 4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同首
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一下车，总书记扛起铁锹，走向
植树地点。

1989 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
习近平，也是这样扛着锄头，在田间
地垄同群众一起劳作。

习惯的动作，劳动的本色，数十
年未曾改变。

1984年，一名记者眼中的正定
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是这样的——

“既没有县太爷的‘谱儿’，也没有大
学生的‘派’”“着实有点土气”。

这“土气”，源于一份终生难忘
的乡土情结——“我是黄土地的儿
子”。

种地、拉煤、打坝、挑粪……在
陕北梁家河插队 7年，知青习近平
几乎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
吃过。

在国外访问，习近平总书记深
情回顾“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
土窑里、睡在土炕上”；在田间地头，
总书记对老乡常说“我们都是种庄
稼出身”。

习近平同志曾在一封信中写
道：我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村度
过的难忘的 7年，始终不曾忘记那
片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

相处的乡亲们。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
“盈儿，你可老了”“随娃儿，还记

得吧”……阔别多年，总书记仍能亲切
叫出当年同伴的小名。在梁家河的一
段山路上，总书记停了下来，举目凝
望黄土地。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每一道褶
皱俨然岁月的纹路，每一座山峁仿佛
历史的沉积，承载着刻骨铭心的知青
岁月，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走
向胜利的伟大历程，承载着古老民族
在此繁衍生息的厚重与沧桑。

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的独特文
明，是我们的自信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曾自豪地说：“我国
自古以农立国，创造了源远流长、灿
烂辉煌的农耕文明，长期领先世界。”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务
农重本，国之大纲。”

在交织错杂的历史纤维里，总书
记抽出“三农”和国运紧密相连的
线头。

历史典故，娓娓道来：“无农不稳，
无粮则乱。这一幕在古今中外反复上
演。历史上，齐国诱导鲁国弃粮种
桑，关键时候断粮降服鲁国；越王勾
践把种子煮熟贡给吴国，趁其粮食绝
收一举灭吴。” （下转第五版）

习 近 平 的 乡 土 情
新华社记者

拉萨融媒讯（记者李从芳）寒冬
时节，我市大多数建设项目已进入

“冬歇期”，但也有不少项目冬季不停
工，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用

奋斗的热情驱散冬日的严寒，全力以
赴推进项目建设进度，达孜绿色新动
能产业园项目便是其中之一。

达孜绿色新动能产业园位于达
孜区德庆镇桑珠林村。该项目总投
资4.5亿元，由西藏国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54.7亩，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项
目约投入 1.4 亿元。规划总建筑面
积32161.25平方米，包含综合商业、

研发区及员工公寓、餐厅、地下室。
二期、三期规划建设厂房，建设内容
涵盖园区内路网、水、电、标准化厂
房、通讯等基础设施。一期项目于
2023年7月开工建设，施工期约18个
月。近日，记者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看
到，一期项目主体已封顶，施工人员
正加紧进行内部装饰装修、项目收尾
工作等。

（下转第五版）

达孜绿色新动能产业园:

冬季不停工 奋战正当时

新华社三亚 12 月 17 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
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各项部署，紧紧围
绕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的战略定位，科学谋划封关前后的
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工作，继续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稳
步推进，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
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

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海南篇章。

12月17日下午，习近平在海南
省三亚市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
作汇报。省委书记冯飞作了汇报，
省长刘小明等参加汇报会。

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
讲话，对海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
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构建具有
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推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

主导产业补链延链、优化升级。主动
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国际科
技合作，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
打造多层级科技创新体系，加大核心
技术攻关力度，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
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康养等产业融
合发展，促进旅游业开放合作。培育
壮大新型消费，推动消费转型升级。
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资源融通，
抓好海洋开发，向海洋要生产力、求
新增长点，建设海洋强省。

（下转第七版）

习近平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

紧紧围绕建设“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
奋 力 谱 写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海 南 篇 章

蔡奇出席汇报会

冬日暖阳下，金莲花广场游人
如织，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区旗迎风飘扬，街头巷尾一派喜庆
气象。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
25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 18日
至20日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
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
门特别行政区。这个消息让澳门各
界无比振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全局高度，始终关心着
澳门发展，始终牵挂着澳门同胞福
祉，不断推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
两制”成功实践，引领澳门书写与祖
国共进、与时代同行的精彩篇章。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耸立于南湾海滨的澳门旅游

塔，是闻名中外的标志性建筑。从
这里环眺，北面老市区、南边氹仔
岛，印刻着澳门的过去；西见横琴高
楼林立，东望港珠澳大桥蜿蜒向远，
勾画出“莲花宝地”的现在和未来。

2009 年初，同样在旅游塔顶。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考察澳门时
所见的，是一座受困于发展空间的
城市。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澳
门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愈加
凸显。

如何应对挑战、开创新局？
登高望远。在澳门考察期间，

习近平强调，澳门经济要实现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走适度多元
发展之路。这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
指明了方向。他还在会见澳门社会
各界代表人士时宣布，中央政府已
决定同意开发横琴，并将在开发过
程中充分考虑澳门实现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的需要。

2012年 12月，习近平担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考察，来到

广东，再次踏上横琴这块热土。他勉
励横琴“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为粤
港澳合作作出贡献”。2014 年 12 月
和 2018 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两
次到访横琴。他强调：“横琴有粤澳
合作的先天优势，要加强政策扶持，
丰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空间，发展
新兴产业，促进澳门经济发展更具活
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指导
下，2021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为粤澳合作开发横琴按下快
进键。

曾经“蕉林绿野，农庄寥落”的横
琴，如今高楼林立、生机盎然，成为澳
门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近水楼台，担当
起“一国两制”创新实践的活跃平
台。截至2024年9月，合作区澳企总
数已达 6461 家，澳门居民达 16539
人，数量保持快速增长。在这里，澳
门单牌车随处可见。

（下转第七版）

盛 世 濠 江 写 新 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澳门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12 月 17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海南三亚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
报，发表了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拉萨融媒讯（记者范江英）12月
17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
委书记肖友才到市信访局调研并接
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
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
力做好信访工作，以坚决维护合法
权益的实际成效，不断提升各族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市信访局接访室，肖友才先
后接待了三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
群众反映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诉求
和问题，详细了解事情原委，梳理分
析原因症结，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现场研究解决方案，逐一明确责任
单位、解决时限，确保群众反映的合
理诉求应办尽办、马上就办。指出，
农民工群体是拉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每一份工资凝聚着农民
工的辛勤汗水，关联着一个家庭的
幸福冷暖。 （下转第三版）

肖友才在市信访局调研时强调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用心用情用力
做好信访工作 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2 月 17 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到市信访局
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这是肖友才接待来访群众。

拉萨融媒记者 巴桑次仁摄

拉萨融媒讯（记者余洋洋）12月
17日，拉萨市政府与中国电信西藏
分公司举行“数字拉萨”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强，中
国电信西藏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周清久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

签约仪式上，王强代表市委、市
政府对周清久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并向中国电信西藏分公司长
期以来给予拉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近年来，中国电信西藏分公司积极

发挥央企优势，在重大节点保控、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上攻坚克难、长期
深耕，特别是在拉萨建成国家级绿
色数据中心、创建国家“双千兆”示
范城市等重大项目上作出了重要贡
献，展现了高站位、高担当、高作为。

王强表示，拉萨作为全球数字
经济大会设立的唯一一个永久分会
场，在发展数字经济上有信心、有决
心、有条件，这次合作是深入推进

“数兴城”战略，统筹布局“数字拉
萨”建设，实现数字经济发展“弯道

超车”的关键举措。拉萨对中国电信
西藏分公司依托“云、网、数、智、安、
量”等技术融入拉萨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希望在数字基础
设施、数字产业聚焦、产业数字化转
型、智慧城市建设管理等全过程各领
域，加快技术成果转化落地，为拉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助力拉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政府建
设再上新台阶，真正让“数字桥梁跨
越喜马拉雅”的“智慧城市”美好愿景
照进现实。 （下转第三版）

拉萨市政府与中国电信西藏分公司签订“数字拉萨”合作协议

深刻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