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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10 日 电  
5 月 10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圆满结束对俄罗斯国事访问并出

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周年庆典后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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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

人员同机返回。

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10 日电
（记者 韩墨 郑开君）当地时间

5 月 10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结束对俄罗斯国事访问并出席纪

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

年庆典返回北京。

离开莫斯科时，俄罗斯副总

理切尔内申科等政府高级官员到

机场送行。

俄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欢

送仪式。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

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起飞后，

俄罗斯空军战机升空护航。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民众以

及中资企业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

两旁挥舞中俄两国国旗，热烈祝贺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取得圆满成功。

  圆满结束对俄罗斯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庆典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又一次飞越亚欧大陆，又一次走进满目春

色的莫斯科。

在和煦的阳光里，在红场上、在莫斯科河

畔、在大街小巷间，胜利的旗帜映着湛蓝的天，

高高飘扬。

5 月 8 日，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庆典前一天，克里姆林宫打开大门，迎接

赴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庆典活动“最重

要的尊贵客人”。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在国际

格局深刻演变的重要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

总统再聚首。

步入金碧辉煌的乔治大厅，习近平主席沿

红地毯健步走来。坚实有力的握手，以“老朋

友”相称的温暖问候，两位大国领导人生动诠

释着世界大变局中的大国担当、大国之道——

一场连一场的双边活动，从政治互信到战

略协作再到务实合作，全面对接、深入沟通；

一份接一份的成果文件，有深化中俄合作

的新方案，也有完善全球治理的新倡议，心系

民生、胸怀天下。

风雨同渡、关山共越，中俄关系的高度、维

度、韧度不断拓展。一条大国、邻国关系发展的

新路，穿越时光之门，从历史深处走向壮阔未来。

（一）共应新变化：信任如磐

2025 年的世界，再生新的波澜。秩序混

乱，博弈加剧，有人妄图让国际关系重回列强

争霸的旧时代。

变乱交织之际，大国抉择攸关人类前途命

运。世界瞩目着中俄之间的互动，也想象着中

俄互动牵动时代走向、世界格局的各种可能。

叶卡捷琳娜厅灯光璀璨，习近平主席同普

京总统举行小范围会谈。普京总统开场白中

的一句话意味深长：“俄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平

等、相互尊重基础上，不针对第三方，不受一时

一事影响。”

对普京总统的表态，习近平主席微笑颔

首：“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持续发展和深化中

俄关系，是传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应有之

义，是双方彼此成就、促进各自发展振兴的必

然选择，也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进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的时代呼唤。”

历史的视野、战略的思维，不为一时一事

所惑，也不会为风高浪急所扰。今年以来首次

面对面会晤，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坚定不

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

水平发展。

犹记今年中国春节前夕的那场视频会晤，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为中俄关系作出新部

署。“以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坚韧性应对外部

环境的不确定性”“俄中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两国元首不约而同以

“稳定性”为中俄关系定基调。

犹记 2 月国际形势出现变化时的那次通

话，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第一时间进行战略

沟通。“中俄两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管

长远的”“发展对华关系是俄方着眼长远作出

的战略选择，绝非权宜之计”，“管长远”成为两

国元首向国际社会共同传递信息中的关键词。

相互信任坚如磐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稳如泰山。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俄关

系始终从容自信、稳定坚韧。

——这样的战略定力，是因为有领路的

人。

10 多年来 40 多次会面，先后将对方国家作

为新任期出访首站，相互支持对方举办的重大

国际活动……放眼大国之交，如此高频率、高

水平的互动实不多见。

那是乘涅瓦河游船感悟历史，那是在中南

海瀛台纵论大势，那是为中俄核能合作大项目

“开工”，那是为两国小运动员冰球赛开球……

从东欧平原到神州大地，从面对面到“云外

交”，一次次亲自擘画，一次次亲自关心，一次

次亲自推动。

欢迎仪式、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签字

和合作文本交换仪式、共见记者、欢迎宴会、一

对一茶叙……此次克里姆林宫会晤，两国元首

在一起 7个多小时。

——这样的战略定力，是因为找对了路。

互为最大邻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如何

发展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者眼中具有挑

战性的课题。

一程程探索，一步步向前，中俄携手走出

了一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大

道，站在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也树立了相

邻国家关系的典范。

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期许：要坚持

世代友好，做百炼成钢的真朋友；要坚持互利

共赢，做彼此成就的好伙伴；要坚持公平正义，

做国际秩序的捍卫者；要坚持和衷共济，做全

球治理的引领者。

（二）共筑新时代：合作如潮

庄重气派的亚历山大厅，白色长桌前坐满

了中俄双方代表。现场听取两国政府间各合

作委员会工作汇报，是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

大范围会谈的一项惯例。

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边境基础设施愈发

完善，俄罗斯农产品输华品类不断扩大，中国

汽车厂商在俄市场份额持续增长，“西伯利亚

力量”管道对华输气量提升至最大输气水平，

“中俄文化年”已在两国数十个城市开展数百

项活动……合作的捷报自各领域纷至沓来，两

国元首一边听，一边微笑赞许。  (下转 4版)

一条越走越宽广的大道
  ——习近平主席国事访问有力推动
新时代中俄关系在世界大变局中坚毅前行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杨依军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立军）

5 月 9 日下午，我市第二十八期

“企业家接待日”活动在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举行。活动聚焦解决

企业项目用地和产权登记需求，

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

解决实际困难，更好助力项目加

速落地、企业加快发展。市委书

记严华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杨志慧

主持，副市长贺源出席。

活动中，湖南省华兴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湖南君志达保温材

料有限公司、邵阳市五龙清真食

品有限公司、湖南聚贤置业有限

公司、邵阳市湘泰置业有限公司

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围绕项

目土地供应、存量土地利用、厂房

不动产登记等提出具体诉求和建

议；隆回县、邵阳经开区和发改、

财政、住建、资规、林业等市直部

门一一作了回应。

严华认真听取大家发言，现

场对有关问题进行回应和交办，

要求相关部门主动认领企业诉

求，切实做到紧盯不放、一抓到

底，依法依规予以解决。他指出，

土地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保障，高质量发展对土地要素配

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提出了更高

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准形

势任务，抢抓政策机遇，补齐工作

短板，全力破解要素资源保障难

题，为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要精准精细对接企业需

求，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

跟着项目走”，突出项目建设，强

化规划引领，全力以赴加强供给，

千方百计盘活资源，持续为企业

发展增动力。要有力有效推进重

点改革，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不动产登

记改革，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

降低企业办事成本，持续为企业

发展添活力。要用心用情助企纾

难解困，深化“走找想促”“送解

优”等行动，全覆盖办理意见诉

求，全链条解决遗留问题，全方位

优化营商环境，持续为企业发展

减压力，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严华希望全市广大企业立足

自身实际，找准发展方向和目标

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加强内部管理，诚信守法经营，守

牢红线底线，不断提升要素资源

利用效能，推动企业科学、规范、

稳健发展。

我市举行第二十八期“企业家接待日”活动

强化要素资源保障 助力企业更好发展
严华出席并讲话

走进邵阳，仿佛走进了中医药文

化的历史画卷。

邵阳，古称“宝庆”，地处湘中腹地，

北纬 27°的黄金气候与“七分山地两分

田，一分水、路和庄园”的立体生态格局

孕育出这座千年城邑“深山藏百草，溪谷

汇药香”的中医药传奇。

相传，药王孙思邈曾在这片土地。

上采药著书，留下了传世之作《备急千

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于是，后人在

孙思邈行医救人的地方建造了药王

殿，以此来纪念他的仁心仁术。明朝医

学家李时珍搜集《本草纲目》药物标本

时，也曾在邵阳境内居住过。此后，不

断有名医到此行医采药，各地药材在

这里集散进出，这也为邵阳中医药的

发展增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

作为湖南最重要的中药材生产大

市，我市不仅有悠久的中药材种植历

史，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均在全省排

名第一，这里还拥有着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龙山药王医药文化、新

邵孙氏正骨术和“南国药都”邵东廉桥

中药材交易市场。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中医药事

业发展，制定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持续改

善中医药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基础条

件，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努力打造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邵阳模式”。

在中医药人才方面，柔性引进“国

医大师”潘敏求、石学敏，“省级名中

医”卜献春、毛以林，“名老专家”蒋益

兰等传承工作室落户邵阳，“传帮带”

培养了一批邵阳市级名中医。

加强重点专科建设，市中医医院

肿瘤科、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成

功入选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骨伤科、市中心医院康复科

成功入选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科

室。目前，全市拥有国家中医优势专科

2 个，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 2

个，国家中医重点专科 3 个、省级重点

专科 45个、市级重点专科 25个。

为 打 通 中 医 药 服 务“ 最 后 一 公

里”，我市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中医馆服务能力等级建设，全面提升

中医药服务能力。目前，全市共有中医

类医院 23 家，208 个建制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服务中心建成标准化中医馆，

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覆盖率达

100%，86% 的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

82% 的乡镇卫生院可规范开展 20 项

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基层就诊率提

升 14.3%。       (下转 2版)

千年城邑中医药文脉的活态传承
一缕药香跨越古今。

从唐代药王孙思邈在邵阳采药行

医的故事伊始，到2024年全市中药材全

产业链总产值达320.28亿元，从田间地

头道地药材的传统种植到智能化工厂

的全产业链生产业态，从交易流通的本

土市场到“一带一路”的全球视野，邵阳

中医药发展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我市以建设国家中医药

综合改革示范区先导区为契机，举全

市之力建设“中医药强市”，全面推进

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在提升中

医药服务能力、做优中医药品牌、中医

药产业化跃升与中医药出口等方面，

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的邵阳路径。

一 脉 药 香 越 千一 脉 药 香 越 千 年年
——— 邵 阳 中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解 码— 邵 阳 中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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