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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8版 深读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8 月 21 日 上 午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乘 专 机 离 开 北 京 ，应 南 非 共 和 国 总 统 拉 马 福 萨 邀

请 ，赴 约 翰 内 斯 堡 出 席 金 砖 国 家 领 导 人 第 十 五 次 会 晤 并

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在南非期间，习近平还将同拉马福

萨一道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陪 同 习 近 平 出 访 的 有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中 央

办 公 厅 主 任 蔡 奇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外 交 部 部 长

王 毅 等 。

习近平离京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8 月 21 日，在赴约翰内斯堡出

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之

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星报》、《开普时报》、《水星报》和

南非独立媒体网站发表题为《让中南友好合作的巨轮扬帆远

航》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让中南友好合作的巨轮扬帆远航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拉马福萨总统邀请，我即将对南非共和国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这是我第六次踏上

“彩虹之国”的热土。这里诞生过伟大的政治家曼德拉，拥有非

洲最丰富的旅游资源、最长的公路网、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最

繁忙的机场和港口。古老和现代、自然和人文的完美融合，赋

予南非独特的魅力。

每次来到南非，我都有不同的感受，但印象最深的是两国

亲如兄弟的友好情谊。我们的友谊跨越时间长河。早在上世纪

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坚定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

斗争，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建立起同志友情。我们的友谊跨越山

海阻隔。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方率先向南非提供抗疫

物资，展现兄弟般的特殊情谊。近期，中方又向南非提供了紧

急电力设备支持。建交 25 年来，中南关系实现从伙伴关系、战

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发展中

国家最具活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南关系已经步入“黄金时

代”，前景光明，未来可期。

近年来，我同拉马福萨总统通过互访、会晤、通话、函电等

方式保持密切沟通，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共迎挑战，战略互信

不断加深。我们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

相互支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协作，践行真正的多

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南非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非洲

国家，连续 13年成为中国在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非

洲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两国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南非葡

萄酒、如意博士茶、芦荟胶成为中国的网红商品。一大批中国企

业在南非拓展业务、回馈社会，“南非制造”的中国品牌汽车和家

电深受当地消费者喜爱，走进南非千家万户。南非企业也纷纷投

资充满商机的中国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南非乌班图思想倡导“仁爱、共享”，同中国儒家“仁民爱物、

天下大同”理念不谋而合。我曾于 2015年参加南非“中国年”活

动，见证了中南互办国家年的可喜成果。今年 4月，德班理工大

学孔子学院的师生用中文给我写信，表达对中华文化的喜爱，感

谢中国为非洲青年追求梦想提供宝贵机会，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有力促进民心相通，使两国友好薪火相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南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

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影响。我期待通过这次访问，同拉马福萨总

统一道，擘画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

中南要做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

胶漆，坚于金石。”我们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坚定支持对

方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不畏强权霸道，守望

相助，推动中南关系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砥砺前行。

中南要做团结合作的引领者。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基础牢

固是我们携手共进的最大优势。我们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

大做强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转型等领域

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欢迎更多南非商品

进入中国市场，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南非投资兴业，支持南非

未来 5年吸引外资再翻番的计划。

中南要做中非友好的传承者。我们要发挥两国人文交流

全方位、多层次、机制化发展优势，继续推动文化、旅游、教育、

体育、媒体、高校、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让中非友好合

作精神在中国和非洲的广袤大地上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中南要做共同利益的捍卫者。当今世界需要的是和平，不是

冲突；渴望的是协作，不是对抗。中南作为“全球南方”天然成员，

更要团结一致，共同呼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加快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共同反对单边制裁和

“小院高墙”，携手维护我们的共同利益。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南非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福建、宁夏，武夷山、六盘山，闽江水、黄河

水……山海虽远，闽宁情长。

1996 年，福建和宁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27
年来，两省区一届接着一届抓、一任接着一任干，

将单项扶贫拓展到经济社会建设全方位多层次、

全领域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创造了东西部对口扶

贫协作的“闽宁模式”。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闽宁对口协

作，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这对志同道合的老朋

友，正赓续山海情，努力实现新发展阶段的闽宁协

作继续创新创优，继续走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前列。

帮扶不断档，一起向振兴

注意基质配比、按时浇水、控制好温湿度……

在“保姆式”技术指导下，宁夏海原县贾塘乡贾塘

村村民田金虎，成了村里的种菇能手。

去年，闽宁对口帮扶菌菇项目开始在海原推

广，共培训种植户 8 期 300 余人次。田金虎试着将

自家的菜园改建成 200 平方米菇棚。闽籍企业海

原县闽宁百草园农业有限公司，免费供应菌棒，全

程提供技术支持。闽宁帮扶资金，还给予每个菌棒

3元补贴。

“菌菇是短平快的致富项目，20 来天就能出

一茬菇。”田金虎说，去年下半年，仅 3 个月时间，

他就靠卖菇增收 2.5 万元。在海原，菌菇种植已拓

展到三河、西安、高崖等 6个乡镇。

田金虎是土生土长的西海固人。西海固，原是

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合称，后来成为宁夏南部

山区的代称，也一度是贫困的代名词。这里“苦瘠

甲天下”，曾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专家界定为“不

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修公路、打井窖、改造危房危窑、联办医院、援

建学校、产业协作、劳务输出……1996 年，闽宁对

口协作从西海固起步。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福建始终与宁夏在一起，以“福建所能”满

足“宁夏所需”，深刻改变了当地贫困面貌，携手宁

夏乡亲摆脱贫困，昂首阔步迈向振兴路。

27 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宁帮扶资金 54.82
亿元，其中财政拨付资金 49.34 亿元、社会帮扶资

金 5.48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减少贫困人口

93.7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的 22.9%下降到

0，9 个脱贫县（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2 年

的 4856元增长到 2022年的 16775元。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站在新起点上，福建依然坚定地与宁夏站在

一起。

帮扶不断档，力度有增无减。

今年，福建安排省级财政援宁资金 6.25亿元，

向宁夏 5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组织

全省 10 个县（市、区）与宁夏 9 个县（区）及闽宁镇

开展结对帮扶，实现乡镇结对 101 对、村村结对

225 对、村企结对 91 对、社会组织与村结对 80 对；

开展教育、医疗领域“组团式”帮扶，重点帮扶宁夏

10所高中、职业中学和 5所县人民医院。

打好“组合拳”，用好“连环招”。

今年实施产业帮扶项目 268 个，发展枸杞、滩

羊、肉牛、黄花菜、小杂粮等宁夏特色农业产业，带

动 80 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增收；健全“线上+线下”

销售模式，帮助销售宁夏农特产品 13.74 亿元；拓

宽 就 业 渠 道 ，帮 助 宁 夏 22935 名 农 村 劳 动 力 、

11576 名脱贫人口实现稳定就业，其中输转来闽

就业劳动力 3799人。

样板引路，示范先行。

加快闽宁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将福建乡村振

兴的好经验、好做法因地制宜嫁接推广到宁夏，探

索“闽宁+侨台”“乡建乡创”发展新模式；推进闽宁

镇示范创建，深化产业园区共建、联动招商机制。

多领域协作，全方位融合

上月，首届中国（盐池）滩羊产业大会暨电商

文化旅游节在宁夏盐池县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

部）运营基地举行。

盐池县，“中国滩羊之乡”。但“好酒也怕巷子

深”，当地一直在思考，如何让盐池滩羊走得更远。

2021 年，来自福建石狮市的电商创业者，在盐池

创立“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帮助

滩羊产业实现“触网”升级。

“我们充分发挥石狮电商资源优势，搭建闽宁

两地特色产品交流销售平台。”狮城宁好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施志雄说，基地致力于打造

“培训+电商+直播+金融+供应链+仓储物流+文

化创意+创客驿站”多位一体的电商产业发展布

局，目前已吸引宁夏盐池滩羊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等几十家企业入驻。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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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第一动力，更是引领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回顾

我省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

华丽嬗变，靠的正是敢于创新、善于创

新。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不

换道超车，必定会遇到发展瓶颈，只有

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依

靠创新转换发展动力，才能在转型升

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实现量质齐升。

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明确提出，坚持

以创新驱动增添动能，强化企业技术

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创新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强化人才战略支撑，这必将进

一步汇聚各方创新共识、形成强大创

新合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质量更优、

创新成色更足。

推动企业想创新、会创新、敢创

新，激活民营经济“一池春水”。企业离

市场最近，对市场感觉敏锐，创新愿望

强，创新动力足。福建民营企业是全省

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贡献了 70%以

上的科技创新成果。只有发挥企业科

技创新的策源优势，让企业在创新中

当先锋、唱主角、挑大梁，成为创新要

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才能

更好地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

合，引领带动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行稳

致远。科技创新有舍才有得，不能只盯

着赚钱，也不能只图省钱，只要是“值

钱”的，就要舍得花钱，把有限的资源

用在关键处。这次全会提出支持民营

企业打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融合共同体，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科技

研发投入激励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参

与打造高能级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推

行“揭榜挂帅”“赛马”等新型管理制

度，目的就是让更多“科研之花”结出

“产业之果”，让传统产业“老树开新

枝”、新兴产业“插柳能成荫”。

推动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

好，紧握创新驱动“关键之钥”。人才是

创新的核心要素，人才“蓄水池”做得

越大，创新底座就越坚实。去年省里出

台了《关于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

的意见》，这次全会又专门强调人才战

略支撑，为民营企业引才聚才提供了

“靶向支持”。要以实施“雏鹰计划”“八

闽英才”等重点人才工程为依托，引进

一批高水平科技领军人才和项目创新

团队，赋予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

术路线选择权，让人才在民营企业的

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实现价值。如今，

人才跨区域、跨领域流动已是大势所

趋，必须强化柔性引才理念，适应民营

企业用才特点，搭建行业性人才供需

平台，支持建设“人才飞地”，联系更多

“候鸟型”人才，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企业家既是创新的组织者，也是创

新的推动者，有的还是发明专利的拥

有者，要把民营企业家培养纳入重点

人才计划，千方百计提高民营企业家

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环境创得优、创得活、创得

实，厚植近悦远来“成长沃土”。创新环

境是各种创新要素有机结合、相互作

用形成的一种环境总和，一个地方的

创新环境越好，企业发展就越如鱼得

水、养分充足。近年来，我省致力营造

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

境，设立省创新研究院和省创新实验

室，推动构建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

迈出了坚实步伐。但与发达省份相比，

科技创新管理体制还不够活，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还不够高，创新资源整合

还不够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有很

大空间。这次全会提出健全有利于技

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

的政策环境，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管理

制度和成果转化机制等，必将进一步

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让更多

更优的创新“种子”不断孕育集聚，长

成参天大树，结出丰硕果实。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

者胜。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

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号角声声催人奋

进。广大民营企业只有牵住创新“牛鼻

子”、下好创新“先手棋”、打好创新“突

围战”，才能更好地汲取阳光雨露、不

断向下扎根，在福建民营经济这片广

袤森林中茁壮成长、发展壮大。

强化创新驱动 增添民营经济发展动能
□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②

夏去秋来之际，闽西群英荟萃。

8 月 10 日至 17 日，2023 年首届“龙

岩人才活动周”圆满举行。此次人才活

动周参加人数之多、层次之高，前所未

有、盛况空前，仅院士就有 25名，一时之

间，闽西大地处处活跃着院士的身影。

这其中既有大名鼎鼎的国内专家，

也有享誉海内外的国际院士，如此阵容

强大、星光熠熠的“院士天团”相约一

城、共谋发展，在龙岩尚属首次，在全国

山区城市中亦是罕见。

人们不禁好奇，地处闽粤赣交界处

的龙岩，何以众星云集？

恰是满城好风景，逐梦扬帆幸逢

君。院士的到来，有效带动更多人才团

队、创新资源、科技项目在龙岩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开幕式上获得授牌的紫

金矿业孙传尧院士专家工作站和龙净

环保郝吉明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是龙

岩柔性引才的成功典范；由加拿大皇家

科学院院士、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国际

遥感领域知名科学家陈镜明负责主导，

福建师范大学和上杭白砂国有林场合

作 建 设 的“ 通 量 -大 气 -遥 感 观 测 平

台”，将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精

准数据参考；龙岩累计建成企业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13
个，总量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的首

位……

中央大力支持闽西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支持龙岩与广州开

展对口合作，龙岩的今天，比任何时候

都更渴望人才、珍惜人才，比任何时候

都更能够成就人才。

“龙岩对知识、人才和创造始终如

一地尊重。这种尊重，让我们有了继续

前行的动力！”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科教

科副科长、基础科研中心主任、医疗类

博士引进生谢思思看来，政府推动是天

时，政策支持是地利，回归家乡是人和，

如今的她，正带领一支年轻、充满活力

的团队造福家乡人民。

助力家乡发展，是龙岩籍院士心

心 念 念 之 事 。在 此 次“ 龙 岩 人 才 活 动

周”上，岩籍院士通过主旨演讲、宣传

专访等形式，喊广大龙岩青年回“家”。

“我们在龙岩等你！”在开幕式上，谢华

安向广大青年喊话：走进龙岩、扎根龙

岩、建设龙岩，服务龙岩的社会发展和

科学发展。 （下转第二版）

群英荟萃 才聚龙岩
——首届“龙岩人才活动周”引发人才集聚效应

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

理上的故乡，一个是精神上的故乡。

在小镇青年的记忆里，故乡是曲折

起伏的石铺小巷，溪畔的参天大树，浑

身是泥的同伴，推着板车的圩市……

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小镇也

是他们的精神原乡。“琴拨幽静处，茶

煮溪桥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诗句，将田园审

美烙进人们的 DNA 里。

也因此，当小镇青年回乡，看到千

篇一律的水泥路和楼房，村庄新了，人

却空了；当游客风尘仆仆到达一个个

古镇，看到一模一样的仿古建筑，逛着

一个个“披着古镇外衣的小商品城”，

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

在疾驰的城镇化进程中，有没有

一种模式，能让古镇焕新避免“空巢

化”和“千镇一面”？

近日，记者走进福州市永泰县嵩

口镇（题图，任奇志 摄），了解当地不

一样的古镇“活化”实践，深入探究“嵩

口模式”是什么，又能给其他地方带来

什么样的启示。

自己的故事

“很普通。”这是许多人对嵩口的

第一印象。

这座背靠大樟溪的古镇，曾因迎

来送往的渡口和商队而繁华。但随着

陆路交通逐渐发达，古镇逐渐沉寂为

一座普通的山中城镇，出外求学打工

的年轻人不愿归来，老人们守着祖屋，

和古镇一起无可奈何地衰老。

事情在近十年间有了转机，从古

镇“活化”改造开始，这里对内对外磁

吸效应明显——屡登央视，被姚晨、洪

晃等大 V 推荐，本地人口持续回流，外

地创客不断涌入。

这段时间内，这里人没搬、屋没

拆，整个古镇的精气神却活了。

这一切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2014 年，在省直有关部门“穿针引

线”下，嵩口镇引进台湾“打开联合”设

计团队，开始了一场“活化实验”。

这场实验遵循“二八法则”：20%启

用新东西，80%借助已有资源。在硬件

上不大拆大建，用最小预算最小破坏

针灸式改造活化古镇。而在文脉上，则

致力于留住“嵩口人自己的古镇”,希
望从既有村落和日常生活中挖掘传统

的生活方式、审美理念，与现代生活重

新对话。

说起来简单，真正执行起来却需

要审美、经验和定力。以古厝修复为

例，既要小心翼翼修护里面的雕梁画

栋，又要精心植入适宜当代人居住的

“ 现 代 骨 ”。年 轻 的 本 地 水 电 技 师 阿

基，每天都要站在工作梯上长时间仰

头，在一根根旧木头缝隙里，寻找可

以隐藏新水电零件的地方。加装消防

安全喷淋管道、空调电灯音响等，新

建筑只需装个吊顶，而在古厝里却需

要花上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尽量用原材料、原工艺、隐蔽的现

代科技，既原汁原味保留历史，又让现

代人住得舒适。在嵩口的古厝修复中，

处处可见这样的例子。

对于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

不 简 单 一 拆 了 之 ，而 是 通 过 加 挂 骑

楼、绿化遮掩等方式，使新旧自然过

渡并存。 （下转第二版）

古镇古镇，，焕新焕新
——让让““嵩口嵩口模式模式””点亮乡村之灯点亮乡村之灯

□本报记者 谢婷 通讯员 李闽涛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行走的思政课，社会的大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