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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武汉 7月 4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率全国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湖北检查长江保

护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保护的重要

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长江

生态环境修复，推进长江保护法全面有

效实施，依法守护一江碧水向东流。

检查组先后来到宜昌、荆州、武汉

等地，在产业园区、三峡坝区、航站码

头、湖泊、生态修复现场实地检查，召开

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座谈会和涉长江

基层单位人员座谈会，听取法律实施情

况汇报和有关意见建议，充分肯定湖北

依法推进长江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栗 战 书 指 出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高 度

重 视 长江保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依法保护长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着眼整个长江生态系统

修复、保护、恢复，构建以长江干支流为

经脉、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为有机整

体，江湖关系和谐、流域水质优良、生态

流量充足、水土保持有效、生物种类多

样的生态安全格局。

栗战书指出，长江保护法对长江流

域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

色发展等作出法律规定，这其中的核心

是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环境的修复。“长

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这个“病”

根就是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受到了

极大损害：过度捕捞危害长江流域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非法砍伐、过度开垦开

采导致洪涝灾害频发；水资源污染造成

流域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危及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江岸盲目无序开发特别

是工厂、城乡、船舶碳污大量排放加剧

了生态恶化。针对这种情况，长江保护

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的要求，突

出了抓紧修复、重在修复这一治病除根

的“药方”。 （下转第四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湖北检查长江保护法实施情况
栗战书强调突出长江生态环境修复 依法守护一江碧水向东流

新华社北京 7月 4日电 7 月 4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共同使

命与行动价值”智库媒体高端论坛致

贺信。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叠加，全球经济复苏脆弱乏

力，南北发展鸿沟进一步拉大，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促进全球发展已

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中国

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中国愿同世界

各国一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

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将发展置于国际优先议程，加快

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

发展。

“全球发展：共同使命与行动价值”

智库媒体高端论坛当日在北京举行，由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社会科学

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共同承办。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共同使命与行动价值”
智 库 媒 体 高 端 论 坛 致 贺 信

新数据 新看点
本报北京 7 月 4 日电 （记者李晓

晴）记者日前从水利部获悉：今年前 5月，

全国水利建设全面提速，取得了明显成

效。在推进项目开工方面，新开工 10644
个项目，投资规模 4144亿元；其中投资规

模超过 1 亿元的项目 609 个。吴淞江整

治、福建木兰溪下游水生态修复与治理、

雄安新区防洪治理、江西大坳灌区、广

西大藤峡水利枢纽灌区等 14 项重大水

利项目开工建设，投资规模达 869亿元。

扩大建设投资方面，在争取加大财

政投入的同时，从利用银行贷款、吸引

社会资本等方面出台指导意见，多渠道

筹集建设资金。前 5 月全国已落实投

资 606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554 亿

元，增长 34.5%；完成投资 3108 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加 1090 亿元，增长 54%。吸

纳就业人数 103 万人，其中农民工就业

77 万人，充分发挥了水利对稳增长、保

就业的重要作用。

加快实施进度方面，海南南渡江引

水工程竣工验收，青海蓄集峡、湖南毛

俊、云南车马碧等水利枢纽下闸蓄水，

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进入全面挡水运

行阶段，一批工程开始发挥效益。同

时，已安排实施 3500 座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治理中小河流长度 2300 多公里；加

快 493 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可新

增、恢复灌溉面积 351 万亩，改善灌溉

面积 2343 万亩；建设了 6474 处农村供

水工程，完工 2419 处，提升了 932 万农

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

水利部提出 19 项工作举措，明确了

引调水、重点水源、控制性枢纽、蓄滞洪

区建设等重大水利工程，以及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灌区建设和改

造、农村供水、水土保持等项目的推进措

施，精准落实责任。下一步将在做好防

汛抗旱和安全生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

组织推动，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旬保

月、以月保季，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前5月水利建设新开工10644个项目
已完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增加1090亿元

智能除草机在田里来回穿梭，进行智能除

草作业；农技人员下沉服务，为农户现场讲解

田间管理注意事项；合作社通过无人机遥感监

测获得农业遥感数据，全面掌握农作物生长和

病虫害状况……时下，各地正在抢抓农时推进

夏管工作，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三分种，七分管。夏季是秋粮生长发育

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农业气象灾害和

病虫害多发重发期。可以说，秋粮要丰产，夏

管是关键。同时，秋粮又是全年粮食生产的

大头。就此而言，着力加强夏管工作，全面落

实好防灾减灾措施，既是为秋粮丰收打牢基

础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让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必然要求。

粮食生产一环扣一环、一季接一季，丝毫

马虎不得。拿出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夏管

工作，在做好肥水管理的同时，落实防灾减

灾、防病治虫等关键措施，我们必能为夺取全

年粮食丰收创造有利条件，为经济平稳健康

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夏管工作

林翊岚

本报北京 7 月 4 日电 （记者陆娅

楠）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今年前 6 月，国家铁路货

物发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

送 货 物 19.46 亿 吨 ，同 比 增 加 1.02 亿

吨、增长 5.5%，日均货物发送量等多项

货运指标创造历史纪录。

统计显示，今年前 6 月，国家铁路

日均装车完成 17.8 万车，同比增加 1 万

车、增长 5.9%，单日货物发送量、货运

周 转 量 、装 车 数 、卸 车 数 等 多 项 指 标

刷新历史纪录。同期，国家铁路发送

煤 炭 10.4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7.9% ；其 中

电煤 6.9 亿吨，同比增长 9.1%。截至 6 月

30 日 ，全 国 363 家 铁 路 直 供 电 厂 存 煤

6464 万吨，平均可耗天数 25.4 天，保持

较高水平。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发挥中欧班列

战略通道作用，统筹用好西、中、东通道

能力，积极推进阿拉山口、二连浩特、满

洲里等口岸扩能改造，与沿线各国铁路

部门加强合作，实现中欧班列稳定开

行，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今 年 前 6 月 ，中 欧 班 列 累 计 开 行

7473 列、发送 72 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

长 2%、2.6%；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

集装箱班列图定线路由 9 条增至 12 条，

累计发送货物 37.9 万标准箱，保持强劲

增长态势。

前 6 月

国家铁路发送货物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1919..4646 亿吨亿吨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473列

■今日谈R

这个夏天，行走八闽大地，处处

涌动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福州福清市，福光股份有限公

司全光谱精密镜头智能制造基地项

目建设如火如荼。从一米级口径大

视场折射式天文望远镜，到大口径

折反射式 10K 超高清天文望远镜，

过去一年，这家全球光学镜头重要

制造商推出多项创新成果。

厦门同安区，安踏集团一体化

智能工厂，可实现从裁剪、配料、车

缝到包装、装箱的一条龙智能制造，

人机互联配合作业下，单品生产提

效最高可达 35%，产能提升 20%以

上，而成本下降 11%。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考察时强调，“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福建省

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砥砺奋进，

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加快推动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大创新支持

力度，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激发创新

创造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步伐。

结构更优——

咬住实体经济
发展不放松，优化
提升产业结构

碧海中，“白海豚 1 号”破浪前

行。这艘由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智能渔业辅

助船，今年 1 月下海首航，配备纯电

动“心脏”，相比传统柴油船舶，能

耗降低一半以上。

“白海豚 1 号”动力电池来自宁

德时代。过去一年，这家全球新能源动力电池龙头企业，不仅出

货量继续稳居全球第一，还不断扩展新能源动力应用“版图”。

2021 年，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集群迈入千亿级规模。

龙头引领，集群发展。福建始终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

顺势而为做大做强做优制造业，不断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

基础。

福建省工信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21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9.9%，营收超百亿元的工业企业突破 50 家。今

年前 5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4.2 个百分点。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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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农业部门立足当地实际，运用现代科技助力农民提升夏种、

夏管等作业效率。

图为日前，技术人员在毕节黔西市金碧镇使用无人机对稻田进行夏季田间管理。

罗大富摄（影像中国）

科技助力夏季田管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们的新时代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第八版

拉林铁路通车一年

高原飞驰复兴号 沿着天路看变迁
第十版

今年上半

年，山东港口烟

台港积极拓展

国际航线布局

和多样化的物

流模式，共出口

各类商品车8.2
万辆，同比增长

45.94%，稳居我

国商品车外贸

出口口岸前列。

图 为 7 月

4 日，出口商品

车在烟台港等

待装船。

唐 克摄

（影像中国）

港
口
忙

贸
易
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