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日，在建宁县溪口

镇枫元村上庄家庭农场，

3000 余株桃花竞相绽放，

微 风 吹 来 ，暗 香 浮 动 ，游

客 们 纷 纷 拿 出 手 机 拍 照

合影。

建宁县地处武夷山脉

中段，凭借海拔高、昼夜温

差大、水质好、无污染、富

硒带等优势，造就了独一

无二的建宁黄桃。目前，该

县黄桃种植面积 2 万亩，

产量 2.6万吨，主要品种为

锦绣黄桃，辅以“锦香”“锦

园”“锦花”等新品种，深受

消费者青睐。

本报记者 王毅
通讯员 陈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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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7 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3 月 20 日至 22
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郑雨萱） 17 日，十

三届省政协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榕召

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两会

精神、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一次会

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省

政协主席滕佳材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

协副主席张兆民、王光远、阮诗玮、刘献

祥、严可仕、余军、张国旺、黄如欣，秘书

长陆开锦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今年的全国两会，是在

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召

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全

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党

心所向、民心所盼、众望所归。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指明了前

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省政协要按

照全国政协部署安排和省委常委会会

议 要 求 ，深 入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和 全 国 两 会 精

神，深化落实省委“三争”行动要求，确

保全国两会精神在全省政协系统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会议要求，要以更高站位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

实抓好即将开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组织参观

“3820”战略工程实施 30 周年成就展和

“人民政协为人民”展览，引领参加政协

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始终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要以更强担当为加快新福建

建设聚势赋能，紧盯实施新时代民营经

济强省战略、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

产业等，事关新福建建设重大问题以及

民生关切重点问题，精心组织年度重点

协商活动，切实把省委批准的年度协商

计划落实好。要以更大作为汇聚团结奋

进的强大合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完善界别活动考核评价办法、探索

建立界别活动站，办好第六届两岸基层

治理论坛、“台湾青年说”等活动，为服

务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广泛

汇聚人心和力量。 （下转第三版）

十三届省政协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郑昭） 3 月 17 日上

午，省委副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工作会

议，研究部署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工

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

用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结合实施“深学争优、敢为

争先、实干争效”行动，扎实做好我省红

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各项工作，切实守

护好历史文脉和精神财富。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张彦，省政府副省长郑建闽

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红色文化遗存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激发爱国热情的生动教材。

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

源多、革命先辈多，这是福建的一大独

特优势。省委高度重视红色文化遗存保

护利用，明确要求把我省革命文物和红

色资源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要贯彻

落实今年开始施行的《福建省红色文化

遗存保护条例》，坚持保护优先，组织开

展全省红色文化遗存数量和保护情况

摸底调查，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红色文

化遗存数据库，全面落实定期风险排查

和日常养护管理制度，规范完善统一保

护挂牌工作，集中开展抢救性保护和修

缮，在国土空间规划和城乡规划中严格

落实保护措施，加强日常安防和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加快推进数字化保护进程，

防止红色文化遗存损毁灭失。要加大宣

传推广力度，加强红色文化遗存思想内

涵和时代价值研究阐释，通过各种方式

进行全媒体宣传推介，推动在大中小学

开设红色文化课程，推出高质量红色精

品力作和主题展览， （下转第三版）

省委召开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工作会议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积极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培育

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

作为南平“五个一”重点产业之一，

2022 年南平市竹产业产值达 440 亿元，

为全国设区市第一。全市竹产业从业人

员达 60 多万人，可带动户均年增收 1.5
万元以上。当前，南平正积极探索“以竹

代塑”，通过科技赋能和文创注入，育

好、用好、做活“一根竹”，将竹林资源点

绿成金。

聚势强链用好竹
春到，笋到。阳春三月，竹林下“黄

金”遍地，正是“抢鲜”挖笋的好时节。记

者走进建瓯市川石乡慈口村雷竹产业

党员创业致富示范基地，看到农户们将

手中的锄头一挖、一提，手臂长的雷竹

笋就“破土而出”。“1 亩雷竹 10 亩粮，这

是 一 句 在 建 瓯 乡 下 广 为 流 传 的 顺 口

溜。”慈口村党支部书记张蕃强介绍，当

天挖的笋下午便运达各个专门加工企

业，制成手剥笋销往全国各地。

“全国十根竹南平占一根。”南平市

现有竹林面积 652.7 万亩，其中毛竹林

面积 643.5 万亩，占全省的 40%、全国的

10%，是全国毛竹林面积最大的设区市，

素有“中国笋都竹乡”之称。

尽管“富有”，但是如何让“沉睡”的

竹林资源变现？南平聚焦资源优势，吃

干榨尽“一根竹”，着力打造全国最全的

竹产业生态。

从 20世纪 90年代至今，南平市深耕

竹产业 30余年，从卖原竹到卖产品、从单

纯加工到链式经营，持续推动“全竹利

用”，目前已建成建瓯笋竹城、建阳经济开

发区竹循环经济产业园、邵武经济开发区

竹材循环利用示范园、政和·中国竹具工

艺城等，形成笋食品、竹建材、竹家具、竹

工艺、竹工机械等多个特色产业，产品远

销全国各地及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据悉，南平现有笋竹加工企业 1031
家，其中规上企业 185家，占全省的一半以

上。其中生产“以竹代塑”产品企业 246家

（规上 60家），形成上游竹拉丝、竹片、竹纤

维，中游竹胶板、重竹板，下游竹家具、竹

工艺品、竹生活用品，并配套有竹工机械、

无醛胶水、印刷包装等关联性产业。

“竹”够新，才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

南平毛竹“壁厚、径大、节长、色亮”的

特点，相较全国 16个毛竹种源最适合“以

竹代塑”产品的生产。正是基于此，当地不

断创新，在“以竹代塑”领域大胆探索。

多年来，南平市竹产业研发创新能

力始终走在行业前沿。目前全市竹企拥

有各类技术专利 2517 项，其中发明专利

22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68 项、外观设

计专利 920项。以龙竹科技为例，该企业

的竹缠绕吸管技术已获得中国、欧盟、

英国、澳大利亚等颁发的竹吸管专利，

毛利率水平预计达 45%以上，目前正抓

紧规模化生产。建瓯朝阳竹编帽，是目

前唯一经过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

家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中

心认证的竹编安全帽生产企业。

眼下，南平竹产业集聚优势正进一

步体现。其中，龙竹科技是全国首批登

陆北交所的上市公司，华宇集团是全国

最大的竹地板坯供应商，元力股份是全

球最大的活性炭生产商，还有两家龙头

企业入选国家第五批林业重点龙头企

业名单。 （下转第二版）

南平探索“以竹代塑”，通过科技赋能和文创注入，将竹林资源点绿
成金，去年竹产业产值达 440亿元，为全国设区市第一——

一根竹撬动绿色富民大产业
□本报记者 吴旭涛 姚雨欣

本报讯（记者 郑璜） 17 日，省委宣传部召开“稳

经济，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深化改革开放专

场，邀请省委改革办、省委台港澳办、省发改委、省工信

厅、省商务厅等单位有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疫情冲击，去年，全省

上下用足用好改革“关键一招”，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晋位跃升，林改、医改等具有福建特点的改革取得新

成果，数字政府、海丝中央法务区、工业用地“标准地”

等一批引领性、标识性改革不断深化。

数据显示，去年福建创新推出 48 条稳增长、稳市

场主体、保就业一揽子政策和 21 条接续政策。在全国

首创科技成果转化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 1 万家。十

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2.3 万亿元。城镇

新增就业 51.97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3.19 万人。

落实“四大群体”增收计划，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4
万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

十年来我省经营主体数量增长 5 倍，从 2012 年的 140
万户增加到 2022 年的 711 万户，其中私营企业达 173.1
万户，增长 6.45%。尽管受疫情影响，去年全省民间投资

仍保持活跃，达 1.16万亿元，增长 5.2%。

会上发布了今年我省深化改革的重点。

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发挥福厦泉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集聚效应，实施新一轮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中小型企业“双倍增”行动，推行重大科研

项目“揭榜挂帅”“赛马”等新型管理制度，健全新时代

科技特派员机制。

完善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机制。完善大抓工业协

调机制，实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行动，深化工业（产业）

园区标准化建设改革；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福”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强“福”产业。

充分激发经营主体动力活力。实施国企改革深化

提升行动，推动国资国企按市场化机制运营；传承弘扬

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

略，全力推动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再创新优

势。

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健全福州都市圈、厦漳泉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动福州新区、平潭综合

实验区一体化发展，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对口帮扶机

制。深化新阶段农村改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化区域金融改革创新。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施营商环境创新改革行动

计划，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政务服务集成改革，推动更

多事项“免申即办”，打造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的“便

利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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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山巍峨屹立，伏尔加河蜿蜒

向前，辽阔的俄罗斯大地将再次迎来尊

贵的中国客人。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

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3 月 20 日至

22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主席继续当选国家主席

后的首次出访，是一次友谊之旅、合作

之旅、和平之旅，将为中俄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引领航向、擘画蓝

图，推动双方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和

各领域务实合作，为维护和平安全与发

展繁荣、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

强劲动力。

树立大国关系典范

在冰天雪地里爬高上低、拖着装满

水的大桶步伐彪悍、捧着新鲜竹子大快

朵颐……今年 3 月初，生活在俄罗斯莫

斯科动物园的中国大熊猫“如意”火遍

全网。中国网民们评价说：“俄罗斯拿出

了最高礼遇对待中国国宝”。

2019 年 6 月 ，习 近 平 主 席 访 俄 期

间，与普京总统共同见证了大熊猫“如

意”和“丁丁”落户莫斯科，为两国友谊

再添一抹温暖明媚的底色。

那次访问中，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

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两国关系

提质升级，中俄关系正式开启更高水

平、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时隔三年多再次访俄，习近平主席

将同普京总统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

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为

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此次访问

是习近平主席自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第

九次踏上俄罗斯土地。十年间，中俄最

高领导人会面 40次，两国元首政治交往

始终保持着高水平、高频率、高质量。

元首交往是中俄关系的指南针和

定盘星。两国关系的每一次大踏步前

进，都离不开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和亲

自擘画——2013 年两国元首签署《中俄

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2014 年签署《中俄关

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

合声明》，2015 年签署《中俄关于深化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

联合声明》，2017 年签署《中俄关于进一

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2019 年签署《中俄关于发展新时

代 全 面 战 略 协 作 伙 伴 关 系 的 联 合 声

明》，2021 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20周年，两国元首正式宣布条约延

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习近平

主席和普京总统以多种方式保持密切

沟通。从“冬奥之约”“新春之会”到已成

传统的年末视频会晤，从电话沟通到互

致信函，从“云见证”中俄核能合作项目

开工仪式到“云出席”对方国家主场外

交重要活动……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

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更加成熟坚韧，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

进一步显现。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中俄成功

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邻里友好的

相处之道，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

范。面对深刻演变的国际形势，中俄始

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建设多极化世界

的大方向，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

针对第三方基础上，既不对世界上任何

国家构成威胁，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

扰和挑拨。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

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瓦西里·卡申

说，俄中两国塑造了大国相交的典范，

“高效、有责任、有担当、面向未来的大

国关系在国际局势中发挥着重要的稳

定作用”。

书写友谊合作新篇

中国东北边城黑河与俄罗斯布拉

戈维申斯克隔黑龙江相望，被称为“中

俄双子城”。去年 6 月 10 日，中俄首座跨

黑龙江公路大桥黑河－布拉戈维申斯

克公路桥正式通车。

一桥飞架，通达中俄。这座大桥是

两国元首共同关心推动的重大跨境基

础设施项目，它的开通在中国东北地区

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开辟新的国际

运输通道，成为中俄跨境互联互通建设

的标志。

从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到落实中俄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路线

图，从稳步推进油气合作大项目到加强

科技创新合作，中俄务实合作领域不断

拓展，量质齐升。

十年来，中俄贸易额划出一道强劲

的增长曲线：从 2013 年的不到 900 亿美

元提升到 2022 年的超过 1900 亿美元，

如今正加速迈向两国元首确定的 2000
亿美元的目标。

近年来，中国对俄汽车和零配件出

口大幅增长，中国汽车品牌在俄销量持

续攀升。到去年年底，俄罗斯的中国品

牌汽车经销商数量已达 1041家。

俄罗斯商品同样深受中国消费者

喜爱，来自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面

粉、酒水装进了中国百姓的菜篮子、零

食箱。俄罗斯出口中心近日宣布，将增

加线上市场的俄罗斯网店数量，方便中

国消费者购买高品质的俄罗斯商品。

（下转第三版）

为中俄关系定向领航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