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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6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青海考察时强调，青海要认真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

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民族团

结、共同富裕，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

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6 月 18 日至 19 日，习近平在青海省委书记陈刚和省长

吴晓军陪同下，深入西宁市的学校、宗教场所等进行调研。

18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考察。这是

一所隶属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寄宿制中学，由上海市投资援

建。习近平听取上海等东部地区援助青海教育工作和学校建

设情况介绍，详细询问学生构成、课程设置、体育锻炼、普通话

水平等情况，走进食堂、宿舍楼察看学生就餐和住宿条件，嘱

咐食堂工作人员一定要确保学生饮食安全、营养可口。之后，

他来到高一（1）班教室，观摩“新时代、新家乡”主题思政课。了

解到学校将思政课内容融入日常教学，听了孩子们讲述新时

代家乡的可喜变化，看了孩子们的画作，习近平十分高兴。他

说，包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充

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作为学校思政课的一个重点，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民族

团结进步的故事，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就植入孩子们

的心灵。

教学楼前广场上，师生们纷纷围拢过来，高声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亲切地对大家说，我到西宁第一站就来看望老师和

同学们。上海援建的这所中学，培养来自果洛牧区的各民族孩

子，成效明显，意义深远。希望孩子们倍加珍惜这里的良好条

件，心怀感恩、好好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立志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努力为自己赢得人生

出彩的机会。他祝孩子们学有所成、健康成长。

随后，习近平来到位于西宁市城中区的宏觉寺。在寺前院

落，宏觉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向总书记敬献哈达，僧人提

香炉、持宝伞迎接总书记。习近平参观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基地展陈等，了解寺庙历史沿革、老一辈革命家关心推动民

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情况。他走进大殿，听取寺庙加强日常管

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宏觉寺这座

千年古刹，在增进历代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联系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要保护好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作出新贡献。要

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把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宗

教工作做得更好。习近平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团

结奋斗。希望青海藏传佛教界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促进宗

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

极作用。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奋 力 谱 写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青 海 篇 章

把千千万万旅客，稳稳地“扛”在肩上
来自湖南衡阳的蒋明亮已在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上工作两年。他主要

负责对桥面、桥墩、主塔以及桥梁结构等进行“健康体检”和维护保养。一

年到头，蒋明亮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桥上度过，他说：“守护好万

千旅客的出行平安，容不得一丁点闪失，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担当。”

（详细内容见第二版——风浪中的“桥梁医生”） 扫二维码看视频

看见你，福建力量
本报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看见你——凝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福建力量》

山海福建，活力四射。各行各业中，无数平凡的“你”正披荆斩棘，
用汗水和智慧凝聚成奋发向前的福建力量，为新福建建设作出不平凡
的贡献！让我们一起走近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助人为乐的基层干部、匠
心不辍的“守”艺人、敢闯敢拼的企业家、筑梦田野的台胞等，看见那份
执着与努力，汲取锐意进取的精气神，凝聚起福建力量奋进新时代。

看见你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6 月 20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 世界智能产业博

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

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

影响。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中国愿

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机遇，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向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6月20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坎

加卢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

加勒比地区重要国家，也是中国在该地

区全面合作伙伴。中特建交 50 年来，两国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

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造福了

两国人民。 （下转第二版）

就中特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互致贺电

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 6月20日，以“推

进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 助力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第二十二届中国·海

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高新区海创中心

闭幕。本届“海创会”线上线下同步举办，促进创

新项目成果展示、交易和落地转化，成果丰硕。

一批高精尖创新成果亮相。本届“海创会”

在海创中心设置新质生产力创新成果馆、产学

研创新馆等，同期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设置金

融服务馆。郑南峰院士的功能材料表界面化学

研究领域成果、张久俊院士的电化学能源存储

和转换研究领域项目成果、谢和平院士团队的

海水无淡化直接电解制氢技术、侯保荣院士与

东方电气集团共建的大型海上风电塔筒防腐

材料项目、谢华安院士育种新品种“福香占”、

复旦大学的全柔性发光纤维和多组学泛癌早

筛项目，以及彭慧胜院士团队带来的可穿戴纤

维电子器件等一批创新成果亮相。

多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海创会”期间

举办了 12 场项目对接活动，达成多项合作协

议。同济大学将和福州市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

和福建省发改委共建同济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

学院福建基地、和福州市科技局达成进一步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协议， （下转第五版）

第二十二届“海创会”闭幕
一批创新成果亮相，24个产融项目集体签约

6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海考察。这是 18 日下午，习近平在果洛西宁民族

中学考察时，同师生们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6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海考察。这是 18 日下午，习近平在位于西宁市

城中区的宏觉寺考察。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泉州古称“刺桐”，千年的海洋

文化、海丝文化、闽南文化在这里交

相辉映。2021 年，“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列世界遗产

名录。

回 望 历 史 ，泉 州 向 海 而 兴 ，波

澜壮阔。海洋给了泉州先民开辟生

计的广阔空间，勇敢无畏的泉州人

耕海牧渔，搏击风浪，向海求生。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东方第一

大港”的泉州，开辟了“涨海声中万

国商”“梯航万国”的经贸盛景。

放眼现在，泉州因海而荣，入列

世遗。海洋给泉州留下灿烂夺目的

海洋文化，“吞吐四海云帆，鼓荡八

面来风”，通联海内外的泉州，成为

中华海洋文明的代表城市和东西方

经济文化的聚集地和交汇点，绘就

了古刺桐城“市井十洲人”“世界宗

教博物馆”的空前盛况。

泉州，是中华海洋文化发祥地、

富集区之一，也是中华海洋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行走泉州，就会不时

与海洋文明撞个满怀。

浸润海洋文化基因

泉州，一座浸润着海洋文化基

因的城市。

提 起 泉 州 ，总 是 绕 不 过“ 一 艘

船”。到访泉州的客人，大多会到泉

州海交馆（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去看

看镇馆之宝——泉州湾宋代沉船。

这艘宋代沉船，是我国迄今为

止已出土唯一海外归航的古沉船。

无论是海外贸易史，还是古代舟船

史，泉州湾宋代海船都是重要的历

史坐标。这艘船，见证着泉州海洋文

明的辉煌，也诉说着泉州人对于海

洋的深沉情缘。

筚路蓝缕、向海而生。自古以来，

泉州人探索海洋的脚步就从未停止

过。早在欧洲大航海之前几千年，泉州

先民就驾着独木舟冲向了大海。先秦

时期，东南沿海的一支闽越族濒海而

居，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历代相传。

闽越文化的生发，也是中华海洋文明

的滥觞之一。“闽在海中”的地理环

境，让泉州孕育出“爱拼敢赢”的海洋

特性文化，也让泉州人拥有“人生海

海，输赢笑笑”像海一样宽广的胸怀。

蓝蓝泉州湾，湾阔水深，是木帆船

时代最优良的港口。南北朝时期，泉州

港就已经是我国对外交通的港口。唐

代中期，泉州港成为“全国四大通商口

岸”之一。到了宋元时期，石湖码头、江

口码头等在泉州蜿蜒的海岸兴建起

来，泉州港进入鼎盛时期。“州南有海

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北宋谢履

的诗句，道出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壮阔

篇章。当时的泉州与近百个国家密切

通商贸易、互通往来，成为中华海洋文

明的代表城市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聚

集地和交汇点，因遍植刺桐花而闻名

的泉州，以“刺桐”之名，蜚声世界。

位于晋江下游入海口的江面是

刺桐港最繁华的港区，随着对外贸

易范围的扩大以及进出口商品的增

多，这个梯航万国的港口城市成为

东方最大的商品集散港口，被当时

欧洲学者称为“世界的货舱”。马可·

波罗、拘那罗陀、伊本·白图泰、鄂多

立克等中世纪西方四大旅行家都曾

到过泉州，他们都被这个港口难以

置信的繁忙景象所吸引，认为刺桐

港不愧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还在各自的游记中盛赞她的繁荣与

富足。

一艘船，从泉州出发，穿行在海

上丝绸之路。满载着中国陶瓷、丝绸和

茶叶出港，又载着香料和药物进港。南

来北往，货物互易，折射的是变通智

慧，也是海纳百川的胸襟。泉州，成为

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出发站。泉

州，亦连接起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

通道，使世界海洋文明通过海上丝绸

之路交流融通。

（下转第五版）

刺桐花开的地方，因海而兴
□本报记者 王敏霞

加快建设现代渔业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蓝色动能”
——访省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林锡能

科技助残 共享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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