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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 月 25 日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回信，

在外文出版社成立 70 周年之际，向全

社员工致以诚挚问候，对外国专家们予

以亲切勉励。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各位专家来自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都热爱

中国、喜爱中华文化，为中国对外翻译

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

流的重要工作。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

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

典翻译传播，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

典在欧洲的流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

了积极作用。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准确传神的翻

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

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

习近平表示，各位专家长期在中国

工作，对中国历史文化、民族特点、发展

历程有着深刻理解。希望你们继续发挥

自身优势，用融通中外的语言、优秀的

翻译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引导更多外国

读者读懂中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

交流沟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贡献。（回信全文另发）

外文出版社成立于 1952 年，是新

中国成立最早的对外出版机构。70 年

来，外文出版社用 40 多种文字翻译出

版了 3 万多种图书，包括领导人著作、

党政文献、国情读物、文化经典等，全球

发行超 4 亿册。近日，外文出版社的 5 名

外国专家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讲述了参

与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图

书的深切感受，表达了从事让世界读懂

中国工作的自豪心情。

习近平回信勉励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

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交流沟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各位专家来

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都热

爱中国、喜爱中华文化，为中国对外翻

译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值此外文

出版社成立 70 周年之际，谨向你们和

全社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

工作。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西方

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翻

译传播，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

在欧洲的流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

积极作用。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

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

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

各位专家长期在中国工作，对中

国历史文化、民族特点、发展历程有着

深刻理解。希望你们继续发挥自身优

势，用融通中外的语言、优秀的翻译作

品讲好中国故事，引导更多外国读者

读懂中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交

流沟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贡献。

祝你们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习近平

2022 年 8 月 25 日

（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回 信



本报北京 8月 26日电 （记者陆娅

楠）8 月 26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根

据 10 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

果推算，今年我国早稻总产量 2812.3 万

吨（562.5 亿斤），比 2021 年增加 10.6 万

吨（2.1 亿斤），增长 0.4%。

“在全球疫情扩散蔓延、国际环境

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我国夏粮丰收、早

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

础，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提供了坚实支撑。”国家

统计局农村司主要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国家继续提高稻谷最低

收购价，加大产粮大县奖励力度，增加

资金投入，多措并举稳定双季稻生产。

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落实国家

稻谷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配套出台相关支

持措施。浙江建立种粮成本与种粮补

贴联动调整机制，实行全域水稻完全成

本保险，对早稻实行订单收购全覆盖；

湖北积极引导适宜地区双季稻扩面增

量，充分挖掘面积潜力；广东出台扩种

双季稻奖补政策，推进村企镇企合作，

开展撂荒耕地复耕复种。

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保障了农

民种粮收益，充分调动农户种植早稻积

极性。今年早稻基本实现适期播种，全

国播种面积 7132.6 万亩，比 2021 年增加

31.5 万亩，增长 0.4%。其中，浙江、湖北、

广东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6.6 万亩、9.2 万

亩和 8.5万亩，播种面积稳中有增。

制图：张芳曼

今年我国早稻产量 2812万吨
继续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加大产粮大县奖励力度

新数据 新看点

海拔 1800多米，年均降水量仅 300毫

米，甘肃省定西市鲁家沟镇将台村的

1100 亩山旱梯田，去年马铃薯亩产却高

达 2700 公斤。“这些旱田都实现了自压

滴灌水肥一体化，水肥减半，产量却能

翻番。”当地农技中心负责人介绍，水肥

一体化滴灌一亩地相比以前的漫灌方

式节水 40%以上。

甘 肃 绝 大 部 分 地 区 处 在 寒 旱 区 。

近年来，甘肃着力发展现代寒旱特色农

业，通过设施化、机械化、智能化等技术

手段，挖掘高寒干旱气候条件下农业发

展潜力，形成了黄土高原区旱作高效农

业、河西走廊戈壁节水生态农业、黄河

上游特色种养业和陇东南山地特色农

业，设施蔬菜、优质苹果、优质马铃薯等

特色产业渐成规模。

向 科 技 要 产 量 、要 效 益 。 祁 连 山

下，张掖市百万亩制种玉米正值生长关

键期。玉米去雄机往返田间，保籽粒发

育；无人机盘旋地头，防病虫农害。以

科技赋能玉米种业，复式精量播种机等

新机具、北斗导航直线辅助驾驶系统等

新技术在甘肃不断推广。甘肃建成千

万亩国家级旱作农业示范区，推广以全

膜 双 垄 沟 播 为 关 键 的 旱 作 农 业 技 术

1500 万亩、以膜下滴灌为主的高效节水

技术 1000 万亩，马铃薯、玉米等亩产分

别提高了约 500 公斤和 100 多公斤，粮

食产量稳定在 1200 万吨以上，甘肃也

由粮食产销平衡省转变为净调出省。

同时，甘肃建成了全国重要的杂交玉米

制种和马铃薯良繁基地，提供了全国一

半以上的大田玉米用种，每年外调马铃

薯原原种超过 6 亿粒。

通过培养懂技术的新型农民挖掘

发展潜力。灵台县果业办公室主任张

建锋介绍，过去当地种植的苹果挂果周

期长，引进矮化密植技术后，3 年即可进

入盛果期。为了让农民尽快掌握新技

术，县里专门邀请专家定期传授技术、

答疑解惑。截至目前，灵台县果园面积

达 22 万多亩，商品率达 85%。2021 年，

甘肃省开展万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万名特色优势产业生产人员和万

名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培训，共培养

3.02 万人，今年将再培养 3.12 万名新型

农民。

发展寒旱农业，为农民打开增收新

渠道。目前，河西走廊已发展 36 万亩戈

壁设施蔬菜，相当于新增 150 万亩一般

耕地的产能。民勤县地处巴丹吉林和腾

格里两大沙漠之间，过去种啥啥不行。

如今，走进蔡旗镇高庙村日光温室示范

园，茄子油亮，辣椒青翠。村民周永振经

营的温室辣椒，今年 1 月上市后已采摘

销售 8000多公斤。 （下转第四版）

去年农业增加值增长10.1%，增速居全国前列

甘肃着力发展现代甘肃着力发展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寒旱特色农业
本报记者 董洪亮 王锦涛

近 日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成 为 一 些 人

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在广西南宁三街

两 巷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得 益 于“ 修 旧 如

旧 ，建 新 如 故 ”的 改 造 提 升 ，人 们 在 这

里休闲游玩的同时，观赏坊巷建筑、观

看邕剧表演、体验传统糖画制作，探寻

历 史 文 化 印 记 。 从 北 京 崇 雍 大 街 ，到

福 建 福 州 三 坊 七 巷 ，再 到 广 东 潮 州 牌

坊街，如今，越来越多的“老街巷”变为

“新地标”，成为人们领略城市文化魅力

的一扇窗口。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每一座城

市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都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记忆。老城区里，一街一巷都可

能承载着历史，一砖一瓦都可能写满了

故事。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在

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

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就能在保护和

延续城市文脉的基础上，让古老城市焕

发新的活力。

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不仅蕴藏在一

条条老街道、一幢幢老建筑之中，也体现

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文化习俗

里。以业态更新激活历史文化因子，传承

好文化传统、生活习俗，让历史文化和现

代生活融为一体，这同样是“让城市留下

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内在要求。

延续城市文脉
留住历史记忆

林翊岚

■今日谈R

本报北京 8 月 26 日电 （记者冉

永平、徐锦庚、丁怡婷）26 日，中国石

化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正式

启动建设。该示范区由国家能源局批

准设立，是继新疆吉木萨尔、大庆古龙

后我国第三个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

据介绍，胜利济阳页岩油主要位于

山东省，分布面积达 7300 平方千米。

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是推动国内原

油增产稳产的重要接替领域。今年前

7 月，我国页岩油产量 170 万吨，同比

增长 14%。

图为中国石化胜利济阳页岩油国

家级示范区。王国章摄（人民视觉）

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启动建设

本报北京 8 月 26 日电 （记者丁

怡婷）记 者 26 日 从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获 悉 ：前 7 月 ，全 国 新 开 工 改 造 城

镇老旧小区 4.43 万个、734 万户，按小

区 数 计 占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86% 以

上。今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 5.1 万个、840 万户。山东、

河 北 、湖 北 的 小 区 改 造 项 目 全 部 开

工。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

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的重要内容。

图为重庆市北碚区新房子片区的

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焕然一新。

秦廷富摄（人民视觉）

前 7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43万个
占年度目标任务 8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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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做好抗旱工作

抓好防灾减灾 夺取秋粮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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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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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