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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总书记嘱托牢记总书记嘱托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当地时间11月21日清晨，当
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迎着朝霞，
自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腾空而起，
2024年时间最长、路途最远的一次
大国外交行动，写入了历史。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这是“中拉时间”新的开始。

习近平主席对秘鲁、巴西进行国事
访问，同拉美国家领导人密集互动，
中拉关系驶向了更广阔海域。

这是中国同世界关系历史性变
迁的又一个新坐标。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
十九次峰会，两个全球瞩目的多边
舞台上，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重要讲
话，描绘了公正世界新愿景，也讲述
了中国的立场与行动。

14日至16日，秘鲁利马；17日至
21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

这些时光、这些城市，留驻在中
国外交的印记里。而中国，“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的抉择与作为，也引
领着世界的前行。世界在新的外交
故事中，倾听中国、读懂中国：

那里有“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

民福祉为念”的大国情怀；
那里有“为推进世界共同繁荣、

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大合
力”的大国担当。

中国故事的世界回响
当地时间 18 日上午

里约热内卢峰会第一阶段
会议

攸关世界格局走向也映射世界
格局变迁的G20峰会，再一次来到
拉美。

里约热内卢，汇聚了代表着全球
2/3人口、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5%
和全球贸易额的80%的世界重要经
济体领导人，汇聚了万千聚光灯。

峰会会址位于一座融汇了历史
与文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一早，
人们纷至沓来，有G20成员领导人，
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还有些
来自主办方邀请的嘉宾国。

习近平主席几乎是压轴出场。
红旗车驶过瓜纳巴拉湾的滨海大
道，驶过挥舞中巴两国国旗的欢迎

人群。抵达会场时，主持峰会的卢
拉总统热情上前迎接，相识已久的
两位领导人亲切拥抱。

背景板上，峰会主题格外醒目：
“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

公正、可持续，在变乱交织的时
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的世界，弥足珍贵。一方面，“全球
南方”渴望更多、更公平的发展机
会，这成为国际上日渐洪亮、不容忽
视的声音；另一方面，旧的格局尚未
打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依然
在力图阻隔世界。

在“全球南方”所共同面临的发
展挑战里，饥饿与贫困问题排在前
头。G20轮值主席国巴西也是从这
一角度着眼，作出不同于过去峰会
的日程安排：“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
联盟”启动仪式暨第一阶段会议。

习近平主席第五个发言。
“从杭州到里约热内卢，我们都

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
同发展的公正世界。”

2016年，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
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
位 置 ，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习近平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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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记者 韩 梁 陈威华

初夏的利马，一树树黄钟花簇拥
绽放。太平洋的海风轻拂着“花园之
都”，捎来友谊与合作的讯息。

“希望您拨冗出席 2024 年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
鲁再次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前，美国
旧金山，秘鲁接棒亚太经合组织2024
年东道主，博鲁阿尔特总统第一时间
向习近平主席发出诚挚邀请。

邀约穿越四季，情谊跨越山海。
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下午，习近平主
席乘坐的专机抵达利马卡亚俄空军
基地。在机场迎接的秘鲁部长会议
主席阿德里安森紧握习近平主席的
手：“谢谢习主席！您的到来令我们
欢欣鼓舞。”

东方大国的外交足迹，彰显着开
拓与进取、格局与担当，映照着其与日
俱增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2013年以来第六次赴拉美“走亲
访友”，时隔 8 年再次到访太平洋对
岸的“邻居”。一切是熟悉的，一切又
是焕新的——

从太平洋海岸到安第斯山谷再到
亚马孙河畔，古老斑斓的土地上，“中
国情”更加浓烈，“中国热”愈发澎湃。

潮起东方，气象万千。从中秘关
系到中拉合作，从亚太经济到全球治
理，动荡变革的世界里，中国机遇之
于全球发展的推动力更加强劲，中国

方案之于人类进步事业的引领力更
加凸显。

（一）10年·大外交：从
利马出发，中秘友好之船驶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时间有着怎样的力量？在10年
的刻度上，它可以改变什么，又可以
创造什么？

10年前，元首外交引领中拉命运
共同体的大船正式启航；10年来，中
拉合作走上提质升级的快车道，中拉
关系迈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
民的新时代。

10年前，心怀民族复兴、世界大
同梦想的东方大国，高高举起新时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旗帜；10年来，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中
国的朋友遍天下，世界前所未有地瞩
目中国。

朝阳从海平面升起，光芒一缕
缕掠过岸边绿茵，洒落在利马街区
的报刊亭上。14日出版的《秘鲁人
报》 以两个版面刊登习近平主席的
署名文章，一份份摆放在最醒目的
位置。

“这里的人民亲切地称呼中国人
为‘老乡’”“中外考古学界认为，中华

文明和美洲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
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
物”“很多人告诉我，中秘两国人民看
到对方就‘望之可亲’，看到对方的文
物就感到‘似曾相识’”……一句句亲
切的话语，唤起一段段鲜活的记忆，
中秘友好的历史之缘、文明之韵扑面
而来。

有血脉相融的情谊，更有敢为人
先的勇气；有文明薪火的传承，更有
与时俱进的开拓。

2013年北半球早春，新时代中国
外交迎来一波“访华潮”。中秘两国
元首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秘鲁，最早同新中
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之一，自此又多了
一个身份：最早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之一。

2016年南半球初夏，习近平主席
对秘鲁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开启中秘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更快发展的
新阶段。八年春华秋实，结出硕果累
累：双边贸易额增长1.6倍，中国企业
对秘鲁投资存量翻了一番，为两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路引领，一路前行。习近平主
席深刻阐述中秘关系的“成功之道”：

“古老文明的深厚积淀，赋予中秘两
国智慧和胸怀，让我们能够看清历史
前进方向，

“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
——习近平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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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杨依军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为
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
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深入推进
依法治军战略贯彻落实，经中央
军委批准，军委政法委员会组织
编印 《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要
论述摘编》（以下简称《摘编》），
日前正式印发全军。

《摘编》内容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的
讲话、报告等重要文稿，分 10 个专
题集中反映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
军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

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对学
习使用《摘编》作出部署，要求各级
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把学习

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
放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中深化
理解，全面把握依法治军战略，吃透
基本精神、领悟核心要义、明确实践
要求，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要把学习《摘编》纳
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作为
干部理论培训轮训的重要内容，与
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
聚焦“铁心向党铸忠诚、同心奋进担
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等结合起
来，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充分发挥
“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特别是
高层党委、高级干部要带头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加强对部队的教育引
导，发动官兵共同建设法治、厉行法
治、维护法治，推动形成党委依法决
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
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要大力
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
学习成果转化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在推动治
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上见到实实在在
的成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
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
化水平，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
法治保障。

经中央军委批准

《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摘编》印发全军

——下转6版

——下转6版

——下转8版

纪念朱子诞辰 894 周年祭典活
动，让古老的朱子文化在新时代绽放
璀璨光彩；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内，AR
互动体验屏引领大家回溯那段峥嵘
岁月；文明实践带与文明实践精品线
路不断“上新”，更是为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明实践永不停歇，风尚之花
满城飘香。去年以来，我市精心组
织实施“循迹再奋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提质培优工程。各地文明实践中
心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大力开
展阵地提升行动，筑牢基层文明实
践阵地平台，呈现出全面统筹、全域
覆盖、全员参与的良好态势，有效释
放文明实践活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赢得了群众广泛认可和赞誉。

常态管用，铸就温馨家园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

么。”这是我市文明实践活动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这里的人

团结协作、拼搏奉献的精神深深打
动了我。”10 月 9 日，三元区建设小
学二年（2）班的学生和家长们来到
三钢1958工业记忆馆，开展以“走进
三钢，追溯历史与文化”为主题的亲
子游学活动。

被列入省级“循迹再奋进”文明
实践提质培优单位以来，该馆以“赓
续三明工业文脉、弘扬三明精神文
明”为主线，多管齐下推动文明实践
提质、扩面、增效。

“我们充分运用红外感应、全息
投影等技术，通过声像、实物、造景
等方式，打造‘沉浸式’展馆体验，让
市民在游中学、学中游，接受精神文
明教育。”馆长郑碧玉说。

为弘扬中华民族孝老爱亲传统
美德，10月25日，三元区文明实践中
心组织各乡镇、街道文明实践所（站）
开展“敬老爱老 情暖桑榆”主题活
动，为老年人提供义诊活动，普及健
康知识。同时，结合全市“文明见行
动 满意在三明”宣传教育活动，积极

开展宣传文明养犬、清理垃圾等志愿
服务活动，惠及群众7400余人次。

发挥文明实践中心统筹协调管
理作用，宁化县推广“双工联动”“三
单联合”“三联共建”等“三联”机制，
广泛开展“文明实践赶大集”“红色
故事”宣讲等文明实践特色活动，打
造独具特色的“红土地上客家人”文
明实践品牌。

推动志愿服务力量向基层下
沉，持续深化结对帮建，建宁县积极
协调各文明单位志愿服务资源，打
造了“广电服务+文明实践”“烟草助
学+文明实践”等文明实践点，不断
丰富文明实践活动类型……

这些仅仅是我市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常态管用的一个个缩影。
目前，我市各地已构建起“实践中心
—实践所—实践站—实践点”四级
联动体系，建成11个文明实践中心、
141个文明实践所、1945个文明实践
站 、7068 个 文 明 实 践 点 ，覆 盖 率
100%。

文明实践提质效 奋楫前行谱新篇
——我市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提质培优取得新成效

●全媒体记者 徐尔文 金 鹏 丁楚玉 通讯员 刘淑惠

尤溪：油茶丰产俏销市场
11月22日，福建省沈郎油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有机山茶油生产线上赶制订单。今年尤溪县

油茶丰产，预计产量能达4100吨，可实现产值10亿元。 （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摄）

Q弹脆爽的手打扁肉、晶莹剔
透的水晶烧卖、香味浓郁的花生酱
拌面……浓浓的小吃香弥漫在台
北西门町的街头。11 月 23 日至 24
日，为期两天的“闽台小吃交流嘉
年华”活动在台北西门町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沙县的14位
小吃技艺传承人采用台湾本地食
材，现场制作拌面、扁肉、水晶
烧卖、烙粑、金包银等一系列经
典小吃，品种丰富、风味地道的
沙县小吃吸引了众多台湾民众排
队品尝。

闽台一水之隔，饮食文化一脉
相承，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祖辈
也是从大陆过来的，整个口味吃起
来跟很多台湾小吃蛮相似的，很好
吃。”台北市民郑錞泽现场品尝后，
倍感熟悉与亲切。

活动期间，沙县小吃集团与
台湾创鑫生机集团签约仪式举
行，台湾创鑫生机集团获得沙县
小吃商标在台湾的代理权，未来

将通过开设实体门店和线上销售
等方式经营，沙县小吃技艺传承
人也将向台湾从业人员提供烹饪
技术培训。

“我们将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
推广方式，让台湾消费者全面体验
沙县小吃的独特风味，同时针对台
湾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对产品进行
微调或研发新产品，并在沙县小吃
品牌门店中融入牛肉面、鸡排等台
湾小吃特色菜品，力争让沙县小吃
在台湾更受欢迎。”创鑫生机董事
长郭煜杰介绍。

作为福建美食的一张名片，沙
县小吃始于汉晋，已有 1600 多年
历史。2021年，沙县小吃制作技艺
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沙县小
吃辐射全球 79 个国家和地区，门
店超 8.8 万家、年营业额超 550 亿
元，带动就业人口30余万人，成为
全国最知名的小吃品牌之一。

沙县小吃与台湾情缘深厚。

2006 年 12 月，首届中国（沙县）小
吃文化节暨海峡两岸小吃邀请赛，
来自台湾和大陆的100多位餐饮、
烹饪界精英云集沙县同台竞技。
2010 年 5 月，沙县小吃走进台湾，
举办“沙县小吃台湾行”活动，广受
宝岛各界人士好评。随着两岸美食
文化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化，沙县区
充分发挥沙县小吃作为“国民小
吃”在两岸民众情感及文化认同上
的独特作用，以小吃为媒，架起了
两岸交流的桥梁。目前，在台湾的
台北、宜兰、台中、新北等地区已开
设沙县小吃门店近十家。

一碗小吃，情牵两岸。今年
来，沙县区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小
吃优势，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小吃
农产品原料产业、食疗产业融合
发展，擦亮“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品牌。同时，通过举办一系
列海峡两岸小吃文化交流活动，
持续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助力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一 碗 小 吃 ，情 牵 两 岸
●沙县记者站 许 琰 通讯员 林 霖 张燕桢

本报讯 11 月 22 日，在清流
县润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企业
负责人李鑫胜忙着统计线上平台
的销售清单数据，分派员工打包
发货。

“从计划开公司到入驻清流经
济开发区，再到正式营业前后仅2
个多月的时间，这大大超乎了我
的预期。”三个月前，李鑫胜在与
家人协商后决定开办一个销售农
副产品的公司。按照原计划，半
年内先在线上平台销售部分产
品，而后入驻园区开设线下农特
产品展厅。

李鑫胜第一次开办公司，对
许多流程和事项不熟悉。今年中
秋节当天，在确定了公司展厅选
址后，他经朋友推荐，电话咨询
了清流政务服务园区工作站关于

企业注册办证等事宜。
园区工作站得知情况后，为

李鑫胜受理了帮（代）办服务，并
上门收取注册营业执照所需材
料。中秋节后第一天，李鑫胜就
收到前往园区工作站领取营业执
照的通知。

“新人”李鑫胜享受的便捷高
效政务服务是清流县探索提升政
务服务质效的生动体现。今年来，
清流县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
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
意见》，持续深化“一窗通办”“一网
好办”改革，创新“清馨办·云综窗”
政务服务模式。

该模式依托云计算、大数据信
息技术及市电子政务办公平台“一
窗通办”系统，配备智能双屏一体

机、高清摄像头、音响、跨域通办等
设备，群众可在业务办理的任意环
节，向综窗业务人员远程发起音
视频通话，综窗业务人员提供

“手把手”的同屏指导、在线帮办
服务。后台审批人员通过“综窗
助手”摄像头，实时审查相关申
请材料，进行远程材料电子化存
档，以“三方协同”的“云审
批”模式，实现跨域审批。

今年 5 月，清流经济开发区
正式设立政务服务园区工作站，
开设“清馨办·云综窗”服务窗
口。截至目前，共为园区企业群
众受理商事登记、税务、工程建
设、水电气报装、医社保、不动
产等领域事项 440 余件，企业群
众满意度100%。

（清流记者站 巫建辉）

清流：提升政务质效助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