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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6 月 27 日召开

会议，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于 7月 15日至 18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

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

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会 议 指 出 ，这 次 征 求 意 见 充 分 发 扬 党 内 民 主 、集 思 广

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

稿深入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

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

署，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历史主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

前景的坚强决心。

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

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

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

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有所

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

由人民共享；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

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

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

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

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

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

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

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

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管党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

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强大力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决定二十届三中全会于7月15日至18日在京召开
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本报讯 （记者 林蔚 苏益纯
通讯员 雷海超 林惠卿） 27 日，全

国首个批量化应用单机容量 16 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项目——三峡集团福

建 漳 浦 六 鳌 海 上 风 电 场 二 期 项 目

（以下简称“漳浦二期项目”）实现全

容量并网（右图 汤伟 摄）。该项目

位于漳浦县东南侧海域、距离海岸

线 30 多公里处，项目总装机容量达

40 万千瓦，应用单机容量 13 兆瓦及

以上海上风电机组 28 台，批量化应

用单机容量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6
台。全面投产后，年设计上网电量可

超 16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约 5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36
万吨。

本次批量化应用 16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成功实现全容量并网，是以去年

位于平潭的全球首台 16 兆瓦海上风

电机组的成功运行为基础，16 兆瓦海

上风电机组也是目前全球最大功率

的海上风电机组。

“受台湾海峡狭管效应影响，漳

浦二期项目风资源好，如果不使用大

容量机组，那是对风资源的一种浪

费，而且使用大容量机组可以减少用

海面积，降低开发和运维成本。”三峡

集团福建分公司所属漳浦海峡公司

执行董事李小清说。

据了解，全球首台 16 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于去年 7 月 19 日实现并网

发电后，于去年 9 月 1 日创下海上风

电 单 机 日 发 电 量 38.41 万 千 瓦 时 的

世界纪录，又在去年 12 月 21 日日发

电量达到 38.72 万千瓦时，刷新自己

创下的海上风电单机日发电量世界

纪录。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从首台下

线到批量化应用，是福建三峡海上风

电国际产业园持续领跑全球风电产

业的一个缩影。在 2019 年至 2024 年

的 6 年间，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

业园相继下线我国自主研发的 6.7 兆

瓦、8 兆瓦、10 兆瓦、13 兆瓦、13.6 兆

瓦、16兆瓦、1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推

动中国海上风电装备制造跨越发展，

已形成完整的具有领先水平和全球

竞争力的风电产业链和供应链。如

今，园区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海上风

电开发，并出口至欧洲市场及“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

全国首个超大单机容量海上风电机组在闽并网发电

跨区域 聚合力 司法助力利民生
（详见第八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传统街

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

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

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东西两座塔，南北一条街”，这条

“街”，就是泉州中山路。

中山路修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下南洋经商致富的华侨，在路两侧盖起

了南洋骑楼。这些骑楼，建筑风格各异，

有闽南传统的红砖古建，也有西洋风格

的石砌楼房，是多元文化的融合。

6 月 20 日，中山路。钟楼静静矗立

在十字路口，光阴流转不息。

漫步在修缮一新的中山路上，不经

意间抬头，见骑楼屋檐下整齐排列着滴

水兽。它们有着多变的形象，有狮子、金

鱼、麒麟等，狮子是镇宅神兽，金鱼寓意

年年有余，麒麟意味吉祥如意。经过复

原，已重现亮丽的色彩和精美的造型。

老街居民说：“这是雨漏，是我们特

有的排水构件。看着它，感觉老城的过

去又回来了。”

2018年启动的中山路修缮工程，不

求一味复古。工匠们在原有滴水兽的基

础上，进行技术升级。比如剪瓷滴水兽，

在灰塑技术基础上镶贴瓷片，能减轻传

统构建受到的雨水侵蚀，从而保存更久。

留住历史文脉，融入时代发展。这

是我省保护传统街区的一个缩影。

老街：留住“形”传承“神”

目前，我省历史文化街区总数达

49 个 ，其中福州三坊七巷、泉州中山

路、厦门鼓浪屿、漳州台湾路—香港路

为“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得好，有一个共

通点，就是“修旧如旧”“微改造”，不动

根基。

为保护古城，泉州市确立了两个基

本原则：一是保护，把历史遗存的保护

放在第一位；二是发展，通过改善街区

商业居住环境，让居民受益，通过共享

共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山路修缮工程，一直坚持着这

两个原则。”泉州市古城保护发展指挥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坚持“原真性保护”。回收数万件烟

炙砖、清水砖等旧砖旧瓦旧构件，邀请

当地古建筑修缮技术领头人、非遗技艺

传承人进行施工指导，保持骑楼窗楣、

檐口、柱式等特色，重现出砖入石、蚝壳

堆砌、石雕砖雕等传统工艺。

采取便民修缮措施。施工过程中，

边勘测、边设计，边定方案、边施工，多

次优化修缮，尽可能减轻对居民生活干

扰。这是因为，“每户居民同意修缮的时

间不一，而且在上下班、上下学，街巷拥

堵时，无法进行连续施工作业，只能采

取跳跃式、间断性施工”。

立足于提升生活环境。通过小型公

共空间“针灸式”植入，口袋公园、袖珍

绿地多了起来。古榕巷深处，新改建的

街心公园里聚集了不少居民休闲聊天。

“这里新改建的小公园，成了街巷里一

道新风景，我们有了日常休闲娱乐的地

方，真的非常开心。”

泉州市鲤城文史学会执行会长林

建强认为，在“原真性保护”过程中，打

造宜居生活圈，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指

数，满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样的保

护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多年来，泉州对历史街区实行原貌

保护，成果斐然。泉州中山路 2001 年获

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

产保护优秀奖，2010 年列入第二届“中

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名录，2015 年入

选首批 30 个中国历史文化街区，2023
年 3 月被认定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当地还为中山路立了法——《中山路骑

楼建筑保护条例》。

留住古街的“形”，传承古街的“神”。

虽然城市各异，古街特色不一，但保护过

程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守正创新。

位于福州闹市区的三坊七巷，文化

气息氤氲。从这里的青石板小巷，走出

了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觉民、林旭、

冰心、林纾等数百位近代风云人物、名

人志士，使福州这片热土蕴含了特殊的

人文价值和独特的灵性与才情。

近年来，三坊七巷按照“镶牙式、渐进

式、微循环、小规模、不间断”的修复模式，

对文物、古建筑进行了保护修复。一些古

厝逐步被开辟为传统文化的展示中心、文

创基地，延续了使用功能，传承了文化血

脉，走进更多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

街区坊巷相连，粉墙黛瓦，民居精

致。这里有全国首批生态（社区）博物

馆，由 1 个中心馆、37 个专题馆和 24 个

展示点组成。 （下转第二版）

留住文脉，古街更添新韵
——走进我省文化遗产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蒋丰蔓 李闽 通讯员 李泽波 陈杨

故人重来，柳杉依旧。
这些天，福州鼓岭，这块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真挚

情感的土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
6月 23日至 29日，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

周在福州举行。
“跨越百年的鼓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

段佳话”，24日，习近平主席向 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
年交流周致贺信，鼓励两国青年深入交流、增进友谊，
相知相亲、携手同行，把中美友好传承下去，为中美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从“让中美人民友谊像鼓岭上的千年柳杉一样，茁
壮成长，生生不息”，到“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
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一字一句间，饱含着对青年
一代跨越国界、增进友谊的深切期许。

2024 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是 2023“鼓岭
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升级版”——参与的中美嘉
宾人数更多，活动内容更丰富，探讨的话题更多样。

他们当中，有为福建茶韵倾倒、致力于茶与咖啡对话
的“咖啡爱好者”，有心怀“大侠梦”想来福建学八段锦、太
极拳的“武林高手”，还有热爱中文、想学福州话的“饶舌
达人”，更有通过镜头讲述文化故事的“华裔靓仔”……

这一周，他们领略山河秀美，结识更多朋友，对话
不同文化，福山福水的魅力和福建人民的热情让远道
而来的朋友无法忘怀。

相聚，是重温友情，也是拓展友谊，更是面向未来。
人文交流、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的源头活水。

鼓岭故事是中国故事，也是美国故事，更是属于全
人类的故事。

当越来越多的鼓岭故事掀开面纱，当我们走进历
史深处，深深感受到，跨越山海、穿越百年的“鼓岭缘”，
传递的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融融暖意，中美两国人
民的交流合作源远流长，民间友好交往从未中断。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无论过去
还是未来，正是善意友好的涓滴汇流、人民的双向奔赴，让宽广太平洋不再是天堑。

（二）
回鼓岭，就是“转厝”。

“我们又回家了！”时隔一年，“鼓岭之友”重聚鼓岭，一同发出深情的呼喊。
“鼓岭之友”由曾在鼓岭生活过的加德纳、穆蔼仁、程吕底亚、柯志仁、蒲天寿、

福益华等美国家族后代组成。随着他们的归来，一幅“鼓岭往事”徐徐展开：19世纪
末，许多在福州工作的外国友人曾在盛夏时节到鼓岭避暑，他们与当地人同吃同
住，还在这里建起了学校、医院、万国公益社，与当地人结下深厚友谊。

重温鼓岭故事，延续百年情缘。去年 6月，“鼓岭之友”首次组团，赴闽参加 2023
“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那时，他们拿着各自珍藏的“老物件”，共同参加藏品
捐赠仪式，种下友谊树，盖上鼓岭邮局的“时光邮戳”……他们一起重走鼓岭老街，
诉说儿时记忆。

仲夏的鼓岭绣球花开，喜迎故人。
这一次，“鼓岭友人”相聚鼓岭香悦云舍，忆往事、话近况。在场的每一个家族，

都与鼓岭有着至少三代的情谊，有的情谊甚至延续到了第四代、第五代，有着说不
完的故事。

这一次，“鼓岭之友”与当地居民、福州青年学子在鼓岭富家别墅，三五围坐，
品茗聊天、畅叙情谊。百年前的鼓岭，每逢夏季，都会举办诸如此类的休闲社交活
动，中西交融的“鼓岭圈”就此诞生。

这一次，“鼓岭之友”重回自己或家人儿时的故居，宜夏村的村民为他们举办
了一场特殊的家宴，亥菜炒蛋、清炒佛手瓜等鼓岭特色美食，揭开舌尖的记忆。

这一次，“鼓岭之友”见证了鼓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和鼓岭历史建筑展示馆开
馆。它们还原了百年前外国人在鼓岭生活的岁月，讲述了鼓岭上中外建筑背后的
故事，诉说着中外鼓岭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
“在鼓岭发生的故事，是东西方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应该被遗忘。”

穆蔼仁的儿媳妇穆言灵自 2015年 9月首登福州鼓岭后，积极联络鼓岭外侨后裔，
鼓岭故事的主人公从最开始的加德纳家族，逐渐扩展，越扩越大。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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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 近日，省农

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福建金融监管局联

合印发通知，在全省实施水稻和玉米种植

完全成本保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

展种植收入保险，为两大农作物“上足保

险”，更好保障农户收益。

水稻、玉米种植完全成本保险主要针

对台风、洪水、寒潮、干旱等自然灾害以及

重大病虫鼠害、意外事故、野生动物毁损

等风险，保额为每亩 1000 元，费率分别为

3%、4%。财政对投保保费给予 80%补贴，

农户仅需承担 20%。其中，国家产粮大县

市县两级财政应承担保费的 10%由省级

财政承担，切实减轻产粮大县财政负担。

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通过我省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遴选的种植业保险承

保机构投保上述保险时，只需缴纳自付比

例部分保险费，即可办理农业保险。财政

保费补贴部分由承保机构按照有关规定，

向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申请。

农业易受气候影响，市场波动大，充

满不确定性。过去，农业保险以保障种子、

化肥、农药等直接物化成本为主，保障水

平相对有限。完全成本保险则实现了对物

化成本及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的农业生产

总成本的保险。

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高级专家刘

剑雄举例说，比如，一名农户种植了 100
亩水稻，成本除了种子、化肥、农药等直接

投入，还有人工、地租等，每亩成本约为

1500 元，总成本 15 万元。如投保水稻完全

成本保险，遭遇自然灾害绝收后，每亩可

获赔 1000 元。在财政补贴下，农户投保每

亩保费仅需交 6 元，100 亩地农户只需缴

纳保费 600元，最多可获得赔偿 10万元。

（下转第二版）

减轻粮农负担 旱涝保收有望

我省全面实施水稻玉米种植完全成本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