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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民生·社会

外国学员来漯学习中国功夫

新华社北京8月 19日电 8 月
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
国事访问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苏林举行会谈。

习近平再次祝贺苏林当选越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你就任总书
记后首访就来到中国，充分体现了对
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
中越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共同的
理想信念是中越两党代代传承的红色
基因，凝结成“越中情谊深、同志加

兄弟”的传统友谊。作为当今世界两
个执政的共产党，中越两党要秉持友
好初心，赓续传统友谊，牢记共同使
命，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持续深化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
运共同体建设，共同促进世界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我愿同苏林同志建立良
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共同引领中
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越两国保
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
会主义事业的生命力。中方将越南
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支持越南
坚持党的领导，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
会主义道路，深入推进革新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各自国家发展
振兴的关键时期，中越要把准命运共
同体建设的方向，夯实政治互信更
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
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
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的“六个更”发展
格局。（下转02版）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

■本报记者 姚 肖
六月的之江大地，热情涌动，生机勃

勃。6月17日至21日，市委组织部、市国
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在浙江大学举办了漯河

市国防动员干部能力素质提升专题培训
班。市直部门和县区（功能区）的40名国
防干部参加。5天时间里，国防动员干部
听取国防教育专题讲座，实地参观学习，

完成了一次国防教育充电蓄能之旅。
“2024年是实现国防动员‘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国防动员
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一年。在这个
关键节点上，漯河市在全省率先举办这样
一次高标准、大范围的国防动员领域领导
干部专题培训，十分必要、意义重大。”培
训开始前，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王国建说，浙江作为改革开放先行
地，包括国防动员建设在内很多方面富有
创造性的先进思想理念和经验做法值得学

习，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学、沉下心来思、
潜下心来悟，通过学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不断提升国防动员工作能力和水平，
增强国防动员工作的预见性和创造力。

这次培训采取理论辅导和现场教学相
结合的形式进行。课程设置紧紧围绕国防
动员工作高质量发展所需，聚焦新质生产
力向新质战斗力转化要求，邀请知名专家
围绕“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新时代国
防动员工作”两大板块进行授课。

课堂上，学员们认真听讲、仔细记
录。课后，学员们交流探讨，气氛活跃。

“这次培训课程设置科学，师资配备
优良，理论性、专业性和实践性都很强，
让我对国防动员工作‘战争之弓、打赢之
基’地位作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是一次
难得的学习机会。”市政府办公室行政财
务科科长杨康说。

（下转02版）

充电赋能 聚力前行
——全市国防动员干部能力素质提升专题培训掠影

本报讯 （记者 李 丹） 8月 19日，
“何以中国 行走河南”探源漯河专场推介
会在许慎文化园举行。市委书记秦保强致
辞。市领导马明超、吴玉培出席活动。

行走“老家河南”，作答“何以中
国”，在于源远流长的古老历史、在于绵
延传承的不朽文明、在于天地之中的气
质风采、在于其命维新的恢弘气象、在
于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秦保强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
和全市人民向各界嘉宾朋友表示欢迎，
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漯河发展的关注关
心关爱，并作宣传推介。他说，在漯
河，能聆听到八千年前骨笛吹奏的“文

明先声”，探究到古今汉字注释沟通的
“文化密码”，领略到中原腹地八方辐辏
的“商埠繁华”，体悟到超常规大力度创
新的“澎湃动力”，感受到今朝漯河加速
奔跑的“奋进态势”。他强调，当前漯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始终坚持“文化点亮城市、产业
彰显特色、创新引领未来”，持续夯实产
业、创新、文化三大“基座”，加快建设
现代化食品名城、创新之城、幸福之
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漯河实
践新篇章。希望新媒体记者朋友们充分
发挥宣传舆论主渠道、主阵地、主力军

作用，作重磅报道解读漯河、绘最美版
面展现漯河、用融媒创意传播漯河、借
文旅活动添彩漯河，发出漯河好声音、
传播漯河好故事、展现漯河好形象，引
导更多粉丝、国际友人了解漯河、走进
漯河。

在许慎文化园，秦保强走进中华汉字
体验馆、汉砖藏品传拓馆等，了解文创产
品运营、特色活动举办等情况，指出要坚
持全市文旅“一盘棋”，推动许慎文化园
与市内其他景区紧密结合，形成资源互
享、活动互动、发展互促的良好局面；要
在推动文创产品特色化、精品化、产业化
上下功夫，与本土特色文化深度融合，与

本地食品企业深化合作，真正让文化
“活”起来、“用”起来。

推介会上还集中观看了城市形象宣
传片《今朝漯河》，通过《字圣千秋》节
目进行了沉浸式推介。

据了解，“何以中国 行走河南”网
络主题宣传活动于 8月 15日在洛阳启
动，由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在豫留学
生等组成的采访团，分两组深入河南各
地开展采风活动，共同开启“探源”之
旅、讲好河南故事。在漯期间，采访团
将深入许慎文化园、贾湖遗址博物馆等
地，挖掘我市推动优秀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何以中国 行走河南”
探源漯河专场推介会举行

秦保强致辞

本报讯（记者 高雪茵）
8月19日，市委市政府重点
工作第144次周交办会议召
开，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
议、领导指示批示精神，通
报上周重点工作周交办事项
完成情况，安排部署近期重
点工作。市委书记秦保强主
持并讲话。

秦保强强调，要肯定成
绩、保持定力，巩固持续领
先、全面领先发展态势。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当前
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走出经济高质
量发展新路；坚定发展方向
不动摇，坚定信心，保持耐
力，一锤接着一锤敲，强化
项目硬支撑，稳住基本盘、
创造增长点，跑出加速度。
要扎实推进市委八届六次全
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对
标中央、省委全会决策部
署，用改革的力度推工作，
用改革的思维想办法，用改
革的理念解难题，将全面深
化改革体现在工作中、落实
到项目上，不断塑造发展新
优势，为推进新时代漯河

“二次创业”提供强大动力。
要坚持“项目为王”，全力以
赴抓项目扩投资。转变观
念、拓展思路，加强与上级
部门沟通衔接，用足用好各
项政策，认真钻研，精准切
入，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项
目；聚焦“营养健康、食药
同源、未来食品”三大主攻
方向和食品工业、食品文
化、食品品牌、美食名城

“四篇文章”，掀起新一轮项
目谋划推进的高潮，推动

“三个一批”“三个五百亿”、
重大民生、重大文旅等重点
项目抢进度提效能。要持续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持续做好涉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移动源污染治理等重点工作，推动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系统施策研究推出一揽子水污染综合治理措
施，抓细抓实汛期水污染防治，全力保障水环境安全。要扎实抓好
秋季开学各项准备工作。周密细致做好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扎
实上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精细精
致精心做好漯河食品工程职业大学首批本科生入学工作，加大双汇
标准化营养餐进校园的宣传推介对接力度，保安全、高质量推进高
水平高中建设，确保学生顺利入学。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持续开展城镇燃气、交通运输、旅游安
全、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整
治，确保不出安全事故；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
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续抓好防汛
工作，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思想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力量
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死伤的金标准，确保整个汛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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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姚 肖 通讯员 冯艳
华）“我们要尽快完成这个库房1MW的屋
顶光伏安装，争取早日实现绿电接入，助
力漯河港打造零碳港口。”8月14日，位
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中能光谷项目负
责人张朋亮介绍。连日来，在漯河港
5.95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现场，
技术工人正冒着烈日，抢抓有利施工时
机，加班加点安装光伏板。

为积极践行国家“双碳”战略，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认真贯彻落实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精神，探索进行“源网荷储”一体
化整体布局，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配电
业务，活跃市场经济，开放电力市场，积
极探索社会资本投资配电业务的有效途
径，拿出优质资源成功申报国家增量配电
项目试点。近日，总投资约1.62亿元、服
务面积约7.16平方公里的临港产业园增量

配电项目开工建设。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

和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按照“枢纽经济先行区、新基建创新
区、大开放重要窗口”的新定位要求，拼
招商、拼项目、拼经济，全力推进“九大
攻坚”行动，实施重点项目23个，总投资
115亿元。为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
快见效，高效运用“四大办”工作机制，

对重点项目建立全过程管理台账，先后召
开会商会议 19次，对 15个项目进行论
证，完成项目土地出让4块，帮助企业协
调贷款5000万元……实施“周报告、月
调度、季点评”和异常管理调度机制，确
保按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如今的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河智
链、顺丰冷运、众联冷链等一批标杆项目
实现快速推进，（下转02版）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本报记者 周鹤琦 李宜书
8 月 19 日，“何以中国 行走河

南”网络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漯
河。一天的时间里，由媒体记者、网
络达人、在豫留学生等40余人组成的
采访团，深入许慎文化园、贾湖遗址博
物馆等地开展采风活动，挖掘我市推动
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
动实践，零距离感受漯河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沉浸式体验漯河文旅新场景、
新业态。

桌子为什么叫一张？笔为什么叫一
支？作为中国首部字典，《说文解字》
共收录了多少个字？……当日，带着一
系列的疑问，采访团抵漯后就到许慎文
化园寻找答案。“何以中国 行走河南”
探源漯河专场推介会现场，市委书记秦
保强亲自上台推介：在漯河，能聆听到
八千年前骨笛吹奏的“文明先声”，探
究到古今汉字注释沟通的“文化密
码”，领略到中原腹地八方辐辏的“商

埠繁华”，体悟到超常规大力度创新的
“澎湃动力”，感受到今朝漯河加速奔跑
的“奋进态势”。

随后，顺着汉字大道、中华辞书博物
馆、说文解字文物陈列馆、字圣殿、叔重
堂、字形牌坊等一路走去，采访团成员一
路看、一路听、一路拍，用镜头全方位、
多角度记录所见，不时发出惊叹声。

当天下午，采访团到舞阳县贾湖遗
址博物馆和贾湖村的贾湖遗址现场。贾
湖遗址发现了契刻符号、七音骨笛等
11项世界之最早，将中华文明向前探
源到八千年前，贾湖文化被誉为“人类
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中华
先民在这里筑造房屋、驯化家畜、抟土
制陶、种植水稻，留下了文明的先声。
采访现场，采访团成员将镜头对准远古
文物，聆听讲解员的解读，从一件一件
文物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过程。

（下转02版）

“何以中国 行走河南”网络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漯河

探究汉字密码 追寻文明起源

采访团成员在贾湖遗址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李宜书 摄

新大新生活广场

扮靓消费窗口 擦亮文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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