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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七版）有的专家提出以建设沿江重
载铁路的办法一劳永逸破解这个问题，
是否可行、能否实现，要抓紧论证确定。
再比如，沿江三大城市群在各自发展过
程中能不能结合所在的区位条件、资源
禀赋、经济基础，放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一盘棋”中研究提出差异化协同发
展的新目标新举措？各大中小城市在明
确自我发展定位和方向时能不能立足整
个城市群的发展定位和方向，找到自己
错位发展的重点方向，解决好同质化发
展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必要认真研究
思考。推动好一个庞大集合体的发展，一
定要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
系，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然后再从
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方面下功夫，做好
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

这里，我点几个问题。一是要深刻理
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要义，各地
区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按照政策精
准化、措施精细化、协调机制化的要求，
完整准确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
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
提高。二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
组要更好发挥统领作用，在生态环境、产
业空间布局、港口岸线开发利用、水资源
综合利用等方面明确要什么、弃什么、禁
什么、干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统筹沿江各
地积极性。三是要完善省际协商合作机
制，协调解决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重大问题，如各种
交通运输方式怎样统筹协调发展、降低
运输成本、提高综合运输效益，如何优化
已有岸线使用效率、破解沿江工业和港

口岸线无序发展问题，等等。四是要简政
放权，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
政策法规，清除市场壁垒，推动劳动力、
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
化配置。要探索一些财税体制创新安排，
引入政府间协商议价机制，处理好本地
利益和区域利益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加大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工作力度

党的十九大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作出了总体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
出了安排。要按照这些部署和安排，坚定
信心，勇于担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把
工作抓实抓好。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
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增
强“四个意识”，落实领导责任制，决不
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
选择性执行。这是对是否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的重大考验。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领导小组要统一指导长江经济带
发展战略实施，统筹协调跨地区跨部门
重大事项，督促检查重要工作落实情
况，对重点任务和重大政策要铆实责
任、传导压力、强化考核。各有关部门要
履职尽责、主动对表、积极作为，及时帮
助地方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沿江11
省市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充实工作
专班，压实责任、改进作风，确保工作落
实到位。

第二，调动各方力量。“人心齐，泰山
移。”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仅仅是沿江
各地党委和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
共同事业，要加快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格局，更加有

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要强化上
中下游互动协作，下游地区不仅要出钱
出技术，更要推动绿色产业合作，推动下
游地区人才、资金、技术向中上游地区流
动。要鼓励支持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
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大人力、物力、财力
等方面投入。三峡集团要发挥好应有作
用，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环
境保护建设。

第三，强化体制机制。要落实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中
央层面要做好顶层设计，主要是管两头，
一头是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
件，另一头是加强全流域、跨区域的战略
性事务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省的层面主
要是做到承上启下，把党中央大政方针和
决策部署转化为实施方案，加强指导和督
导，推动工作开展。市县层面主要是因地
制宜，推动工作落地生根。

第四，激发内生动力。要加强对有关
部门、沿江省市、相关企业领导干部的专
题培训，提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思想认识，形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行动自觉。要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强化
企业责任，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把
生态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激励和
倒逼企业自发推动转型升级。要做好宣传
舆论引导工作，营造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
氛围。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共同守护好母亲河。

同志们！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既是
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坚
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
为实施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而共同奋
斗！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
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
主席铿锵有力的话语，极富感召力，引起
广泛共鸣。本着积极务实、友好合作的精
神，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的共识，共同致力
于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成为与
会各国的共同心声。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依然很多。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如何更好推进
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习近平主席把握世界
大势和时代潮流，着眼各国共同利益，提出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主
张，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就要
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筑牢和平安全
的共同基础、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
擎。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兼顾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换位思考增进
相互理解，通过求同存异促进和睦团结，
才能凝聚起以合作实现共赢的强大力量；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效打
击“三股势力”，才会有持久的地区和平、
安全与稳定；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地区贸易便利化
进程，我们必将迎来更高水平的共同繁荣。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就要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
共同纽带、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络。人文合作对深化人
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友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文
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优越，需要进一步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
观，以更加密切的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文化互鉴、民心相通。今
天，地缘政治版图日益多元化、多极化，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
密。我们要强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等地区国家交流合作，密
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对话，为推动化解热点问题、
完善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路要去走才能开辟通途。17年风
雨兼程，上合组织遵循“上海精神”，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严
峻考验，不断加强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成为当代
国际关系体系中极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同
舟共济、精诚合作，不断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一点一滴坚持努
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能
迎来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人民日
报6月14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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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6月13日同巴拿马总统胡安·
卡洛斯·巴雷拉互致贺函，庆祝两国建
交一周年。

习近平在贺函中指出，去年 6 月，
中国同巴拿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
启了两国关系新纪元。去年11月，你成
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就中巴

关系全面发展进行共同探讨和规划。
在双方精心培育下，中巴关系发展的
种子正在开花结果。事实证明，中巴建
交是双方登高望远作出的正确政治决
断，得到两国人民一致拥护。我高度重
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本
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
则，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使中巴关系

枝繁叶茂，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巴雷拉在贺函中表示，一年来，巴

中在传统友谊和既有合作基础上，达成
重要共识，取得丰硕成果。在此背景下，
双方迎来建交一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我
对亲身参与巴中关系开局起步深感自
豪，将继续满怀热情地致力于从最广泛
领域加强巴中关系。

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互致贺函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互致贺函
庆祝中巴建交一周年

（上接一版①）
新宁县还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景区

原住居民利用自家房屋开设农家乐，开
展旅游经营活动，有效地增加了景区原
住居民的经济收入，不但为村镇精准扶
贫拓展了思路，找准了出路，也提高了景
区原住居民参与遗产资源保护管理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了景区社区同步和
谐发展。

政策倾斜，让景区原住居民直接参与
景区管理，景区摊点服务、卫生保洁、保
安、护林防火等服务和公益性岗位必须在
原住居民中安排。崀山主景区建立了70
多人的保洁队伍和30多人的保安队伍，
景区内安排船工60余人、护林员240人、
景点营销人员80人、摊点服务员200人，
农家乐就业人员也达300余人，有力地消
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景区村寨脱
贫致富。

种养有赚头 脱贫致富有奔头

新宁崀山铁皮石斛种植面积居湖南
之最，铁皮石斛种植业已成为新宁扶贫

主导产业之一。在崀山脚下，花甲老人何
烈熙说，他在自家院后的坡地上，种了
0.45亩铁皮石斛，年纯收入可达4万元。

产业是精准扶贫的“发动机”。在精
准扶贫中，新宁县借助旅游发展中具有
当地特色的产业，帮助贫困户增收致富，
同时又以特色产业丰富旅游内涵，推动
旅游发展。

除了铁皮石斛种植业，崀山景区还
开发了千亩油菜、万亩脐橙、200多亩薰
衣草风光带，丰富了景区景观，吸引了大
量游客。当地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在当地
企业打工、自己搞种养与加工等，获取收
益，很快便脱贫致富。

窑市村满师傅生态产业园里，产业
园董事长尹元在自豪地向客人介绍着自
己的产品。“满师傅”是当地有名的农业
企业，从 2008 年开始搞有机种养，用满
师傅豆腐厂的豆腐渣养牛、养鸡，用牛粪
等发酵成有机肥种水果、蔬菜，形成一条
生态产业链，年产值 8000 多万元，安排
就业600余人，带动周边4个村搞起了生
态种养。

当地知名品牌“崀山人”“戴先生”的
创办人戴顺友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
在政府“金融扶贫”政策支持下，流转土
地600多亩，创办了戴先生酒庄，帮助当
地农户销售土特产品，生意红火。目前，
戴顺友公司已逐渐形成一家以农业为载
体，集生产、餐饮、住宿、种植、科普教育、
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生态观光
庄园，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带
动周边就业人员280多人，带动周边4个
村2000亩土地的签约种植及产品回收，
直接为农户每年增加经济收入120万元。

旅游就业助推脱贫，依托景区扩大
就业，公司提供就业岗位，多种就业途径
让当地村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
下，解决就业问题，增收脱贫；土地流转
助推脱贫，通过建设旅游休闲基地，带动
景区村寨土地流转，盘活土地资源，既丰
富了旅游产品，又让群众获得了土地收
益和劳务收入。据介绍，崀山镇近两年共
流转土地2000余亩，集中发展农业观光
游、生态体验游等旅游新业态，当地4000
多名群众因此受益，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上接一版②）
雷晋乾，1898年出生于祁阳县三口塘镇，中共早期党员，革命

烈士。191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雷晋
乾在三师学习期间，正值学生运动蓬勃兴起之时，他在笔筒刻上

《爱莲说》，向封建主义猛烈开火，决心与旧社会斗争到底。
1921年3月，雷晋乾会同18位同学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成立

进步学生组织“心社”，研究马克思学说，宣传新文化思想。1922年
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湘南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

1923年，受党组织派遣，雷晋乾去往安源、水口山深入工厂矿
山，发动工人运动。同年9月，领导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岳
北农工会。11月，工会遭到军阀赵恒惕镇压，雷晋乾被捕入狱。经党
组织多方营救，于1924年2月出狱。后担任了衡阳青年团地委书记，
着手恢复“湘南学联”工作。

1925年9月，雷晋乾和毛泽民、夏明震一起由中共湘区委员会
介绍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
党。1926年1月，中共祁阳特别支部成立，雷晋乾任书记。1927年1
月，雷晋乾任县农民自卫军总队长。同时，又组织成立了祁阳县惩
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在雷晋乾
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祁阳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到1927年春，全
县共成立农民协会130多个，农会会员约达15万人。

1927年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
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28 日，因叛徒出卖，雷晋乾不幸被
捕。面对敌人的威逼恫吓，他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说：“革命者从
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了革命事业，何惧
赴难。我虽一死，革命后继有人。倒是你们，今天当了刽子手，成为
人民的败类，将会蒙羞万代，遗臭万年，那才是生不如死呢！”6月9
日，雷晋乾英勇就义，时年29岁。

为纪念雷晋乾烈士，祁阳县将雷晋乾故居和墓地确定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在县城龙山公
园修建烈士纪念碑亭，将
通往烈士故居的公路定名
为“晋乾路”。每到清明时
节，当地的石湖小学师生
都会前往烈士墓地举行扫
墓活动。一代英烈的革命
事迹，在家乡广为流传，激
励后人不断奋进。

（执笔：永州市史志
办 周静 湖南日报记
者 孙敏坚 整理）

6月13日，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首列2.0版商用磁浮列
车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长沙6月13日电（记者阳建）13日，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首列2.0版商用磁浮
列车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意味着中
国磁浮列车技术取得新突破。

作为中国首个自主化商用磁浮项目，由中车株
机公司牵头研制的时速100公里长沙磁浮快线列
车于2016年5月上线，迄今已安全运营超过170万
公里，载客近600万人次。在1.0版磁浮列车研制
和运营经验的基础上，中车株机公司牵头对车辆系
统集成、牵引、悬浮、受流、轻量化、制动等关键技术
进行了创新，成功研制出2.0版商用磁浮列车。

据了解，1.0 版磁浮列车适用于城区，而时速
160公里的2.0版磁浮列车适用于中心城市到卫星
城之间的交通。同时，中车株机公司正在牵头研制
时速200公里的磁浮列车。

中国首列中国首列22..00版商用磁浮列车下线版商用磁浮列车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