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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沟村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红苹果，绽开了笑

脸，映红了日子。

秋 冬 之 交 ，黄 土 高 原 迎 来 一 场 罕 见 的 喜 雨 。

记者夜宿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南沟村老党员赵永

东家。

屋里亮堂堂的，沙发上、小板凳上坐了七八人。

“前些年，路不通，电不通，娃娃们长大一个跑一

个，村里没人气咧，还发展啥嘛。”曾任村支书的李维

云是个高嗓门，“现在可好了，节假日景区里满山是

人，路上车把车都挡着了，从来没这么热闹。”

“以前村里广种薄收，玉米、谷子、绿豆、洋芋种

个遍，也种不出个啥。年轻人哪待得住？不是怕吃

苦，是怕没希望。”村委会副主任张忠抄起桌上的一

瓣苹果，边吃边说。

几年前，在外打工的张忠回村，入了党，当了村

干 部 ，跑 前 跑 后

为乡亲们服务。

驻 村 帮 扶

10 多 年 的 安 塞

区高桥镇干部张

光红说：“进入新

时 代 ，好 政 策 一

个 接 一 个 ，脱 贫

攻坚，乡村振兴，人财物向基层下沉，咱们南沟村发

展的脚步一天比一天快。”

“地还是那块地，从前是土里刨食，现在是土

里 刨 金 咧 。”赵 永 东 接 过 了 话 茬 ，“ 现 如 今 当 农 民

可 有 滋 味 了 。 咱 入 了 专 业 合 作 社 ，当 股 东 拿 分

红；闲了在合作社的果园打工，当工人赚工资；还

拿 了 证 书 成 了 农 艺 师 ，给 学 生 们 上 劳 动 教 育 课 ，

娃娃们一来就先作揖拜师，哪想到当农民还有这

么个时候！”

“你自己的果园今年也不少挣吧？”有人打趣。

“受了点春冻，不过也卖了 5万多元。我今天上果

园看花芽了，又多又壮，明年定是个大年！”

说到苹果，话匣子都打开了。

“以前栽下树就不管了，收几个算几个；如今一

年 四 季 ，拉 枝 环 切 、

疏花疏果，专家准时

到地头，不好好学都

不行。”

“老皇历是不管用了，什么太阳能杀虫灯、防冰雹

网、套种油菜、果树认养，这现代化不跑跟不上咧！”

…………

3100 亩山地苹果结出“金果果”，全村 337 户吃

上生态饭、旅游饭。2018 年南沟村脱贫出列，去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500元，村集体经济纯收入超 50
万元。

苹果红了，日子甜了。脱贫户李有旺掰着指头算

起了收入账：“养老保险一年 1800 元，粮食直补一年

600多元，土地流转费一年 700多元，在景区当保洁员

一年 5000 元，政府还帮着入股了停车场，一年分红

2000元……”

“2015 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梁 家 河 察 看 苹 果

园，指出要坚定地把苹果产业抓下去。现 如 今 咱

们延安的苹果红火起来了。今年总书记来到咱们

村 ，希 望 过 上 了

好日子的乡亲们

‘继 续 努 力 往 前

走 ’。 大 伙 说 咱

咋 努 力 哩 ？”南

沟 村 党 支 部 书

记张润生问道。

“ 我 有 个 想

法，摘苹果得上升降机，能高能低，省时省力；运苹

果设计个轨道小火车，让苹果自己下山！”一个后

生开了腔。

“果园管理再用上无人机，老汉们也能用上自

动化！”

“要我说，乡村振兴要靠年轻人，更得靠党员们

领着干咧！”

…………

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多小时。夜深了，大伙却越

说越精神。

“永东还编了个小曲呢。”女主人王顺利插话。

“唱一唱！”“唱一唱！”

“唱就唱！”

“ 喜 字 来 了 我 唱 字 开 ，高 兴 得 我 老 汉 唱 起

来。苹果你个红来油菜绿，总书记来到南沟果园

里……”

悠扬的信天游，唱得人心底生暖。“明年又能揽

下个好光景咧！”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夜宿南沟话振兴
本报记者 刘维涛 龚仕建 王 浩

行 走 在 陕 西 省 延 安 市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

黄土高原宛若“裹”上了一条“红腰带”：331 万

多亩苹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刚刚摘完，果

农们又开始修枝剪叶、开沟施肥，为明年苹

果丰收做准备；果树下，果农们谋产业发展、

算收入账。

“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你们找到了合适的

产业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

总书记第一次外出考察就来到延安。10月26日，

总书记在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果园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至今回荡在果农们耳畔。

南沟村果农刘润喜眉头舒展，“今年果子

个头大、价钱好，17 亩果园挣了 20 多万元。”

田 间 连 车 间 。 不 远 处 的 苹 果 洗 选 车 间

里，清洗、分选、包装，圆润通红的苹果从南沟

村走向大市场。

苹 果 如 今 已 是 延 安 农 业 第 一 大 特 色 产

业。2022 年苹果产量预计 410 万吨以上，收入

在全市农民经营性收入中的比重超六成。

“苹果产业让我们挑上了‘金扁担’。”开

心的笑容挂满刘润喜的脸庞。

一本沉甸甸的“丰收账”
天时地利人和，好果子映红好日子

“今年苹果产量咋样？”

洛川县永乡镇堡子头村“老把式”杜民子

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起自家“丰收账”：“100多

亩果园，‘老中青’搭配。老果树‘老当益壮’，

亩产 5000多斤，新果树‘后来居上’，亩产 8000多

斤。算下来，今年至少结 50 万斤果。”

“咱这儿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苹果最

佳优生区之一，最适合种苹果。”杜民子说，“黄

土松厚，日头照得久，树苗扎得深，枝条开得茂，

果子结得甜。这些年，新技术没断过，新品种及

时改，产量稳，质量好，路子对着呢。”

推广苹果种植，饱含中国共产党“让老乡

们生活越来越红火”的初心，（下转第四版）

（相关报道

《延安苹果为什

么这么红》见第

八版）

延 安 苹 果 红 了
本报记者 龚仕建 刘维涛 王 浩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

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

征，党的二十大已经绘就了宏伟蓝

图、吹响了前进号角，我们要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

新的伟业。

从 今 天 起 ，本 报 推 出“ 新 时 代

新 征程新伟业”专栏，持续刊发报

道，集中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贯

彻 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务实举措和

实际行动，展现广大干部群众立足

本职岗位、扎根基层一线、积极履职

尽责的奋斗足迹和生动事迹。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果园里，采摘分拣后等待运输的苹果。 杨耀武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11 月 20 日电 （记者王

政）记者从 2022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

大会上获悉：作为 5G 规模商用和产业

数字化的“新名片”，我国“5G+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进入快车道，截至目前，

全国“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过

4000 个。

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

先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 5G 基站数量

超过 222 万个，占全球 60%以上；所有地

级 市 和 县 城 城 区 均 已 实 现 5G 网 络 覆

盖，用户数量超过 5.2 亿户。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体系“5+2”国家顶级节点全

面建成，累计标识注册量突破 2139 亿

个，国家顶级节点日解析量 1.2 亿，覆盖

29 个省份和 38 个重点行业。

5G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已从生产外

围辅助环节向生产中心控制环节加速

迈进，面向工业的 5G 芯片、模组、终端

不 断 涌 现 。 全 国 在 建“5G +工 业 互 联

网”项目在电子设备制造、钢铁、电力等

十大重点行业，形成远程设备操控、机

器视觉质检、无人智能巡检等一大批典

型应用实践，培育了一批高水平的 5G
全连接工厂标杆。

基础电信企业、工业企业等各类市

场主体深度合作，“5G+工业互联网”商

业模式和发展路径逐步清晰，产业各界

“建、用”工业互联网的意识、需求和能

力明显增强，多地加快建设具备行业和

区域特色的“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

用先导区。5G 加速向医疗、交通、教育

等行业领域推广，带动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日益成熟。

“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 4000 个

新数据 新看点

浩瀚的太平洋潮起潮落，见证风云

变幻、世事沧桑。伴随世界经济重心逐

步东移，亚太地区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

目光。

11 月中旬，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七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先后在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泰国曼谷举行。各相关国家和

经济体领导人及代表纷至沓来，全球治

理的“亚洲时刻”举世瞩目。

自北京一路向南，飞越阡陌湖海，

飞 至 位 于 印 度 洋 与 太 平 洋 交 汇 处 的

巴 厘岛，再径直北上，飞抵中南半岛泰

国湾畔曼谷……

结束二十国集团峰会日程后，习近平

主席开启“曼谷时间”，17 日至 19 日，出

席在这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专机

抵达，东道主泰国总理巴育在舷梯下热

情迎接。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近 3 年来

习近平主席首次线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习近平主席

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泰。三天两夜，约

50 个小时，10余场活动，双边与多边密集

穿插，深化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合作、完善

全球治理同步展开。曼谷之行，习近平

主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为

中泰友好合作擘画未来蓝图，为亚太共同

发展指明前行方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

定、发展繁荣注入强劲信心与动力。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中国元首

外交在国际舞台的精彩亮相，开启中国

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交融、相互成就的

新征程。

聚焦亚太：培育共同
发展的繁荣之花

渐入凉季的曼谷，阳光灿烂。国家

会议中心玻璃巨幕上，“APEC 2022”

的字样熠熠生辉。18 日上午，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

这里拉开大幕。

会旗飘扬、喷泉欢腾，会议中心前

一座合十礼造型的金色雕塑展现着“微

笑国度”的友善好客。一辆辆专车接踵

而至。

9 时 30 分许，习近平主席抵达会议

中心。一层新闻中心实时直播，各国记

者紧盯屏幕，不少人赶忙拿出手机录影

拍摄。

习 近 平 主 席 健 步 走 来 ，巴 育 总 理

热情迎接。握手、合影、挥手致意，两位

领导人留下珍贵的“APEC 瞬间”。

深蓝色背景板上，以泰国传统竹编

器皿“插隆”为设计原型的会标格外醒

目。蓝、红、绿三色竹条分别代表“开

放”“联通”“平衡”，共同组成此次会议

的主题。彼此交织的竹条形成 21 个开

口，代表亚太经合组织 21 个经济体。

时隔 4 年，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

导人再度线下聚首，是备受瞩目的全球

大事。

从国际和地区形势看：世界进入新

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紧张与经济格

局演变叠加，冲击亚太地区发展环境和

合作架构。

从亚太的体量和分量看：占世界人

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

贸易总量近一半，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具

活力的增长带。

“世界又一次站到十字路口。世界

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我们必须给出

答案。”习近平主席一语道明此次会议

肩负的重任、承载的期盼。

国家会议中心二层全会厅，洁白的

蝴蝶兰清雅馨香。习近平主席同巴育

总理一起步入会场，亚太各经济体领导

人围桌而坐，举行第一阶段会议。按各

经济体英文名首字母顺序，习近平主席

第 5 位发言。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建设和平稳定

的亚太”“坚持开放包容，建设共同富裕

的亚太”“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清洁

美丽的亚太”“坚持命运与共，建设守望

相助的亚太”，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关于

亚太未来发展与合作的重大主张，为亚

太经合组织树立起共建亚太命运共同

体、再创区域合作新辉煌的行动路标。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从 2013 年强调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

体 意 识 ，到 2014 年 倡 导 共 建 互 信 、包

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再到

2019 年提出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

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

体；从 2021 年阐述构建亚太命运共同

体四项重点工作，到此次会议提出建设

关于亚太未来发展与合作重大主张，中

国始终高举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旗帜，

引领亚太合作方向。

“遇到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寻求最

大公约数”“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加强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步推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早日建成高水平的亚太

自由贸易区”“加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

发展”“维护亚太经合组织在区域合作

中的主渠道地位”……一项项理念主张

直面区域合作、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

切中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

理赤字加重的症结所在，掷地有声的话

语，引发强烈共鸣。

位于曼谷市中心的安蒂尼酒店熙

熙攘攘，来自亚太地区域内外商界精英

汇聚一堂。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前

一天，习近平主席应邀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坚守初

心 共促发展 开启亚太合作新篇章》

的书面演讲。

峰会会场三层水晶厅外，长方形展

台前人头攒动。展台上摆放着习近平

主席演讲稿中英泰 3 个语种版本。有

的代表用手机将演讲稿一页页拍摄下

来，有的代表每个语种版本都取走一

份，有的代表拿到演讲稿后迫不及待边

走边读。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亚太，也用自

身发展回馈亚太、造福亚太。”眼前这一

幕，是各方各界期盼中国为亚太经济合

作指明方向、贡献力量的真实写照。

两个维度，启迪人们对亚太合作进

行新的深入思考。

一是历史之维。“鉴往事，知来者。”

习 近 平 主 席 强 调 ，需 要 坚 守“ 走 和 平

发 展之路”“走开放包容之路”“走和衷

共济之路”的初心。

二是未来之维。如何因应时代挑战，

共 同 开 拓 发 展 新 局 面 ？ 习 近 平 主 席

提出六点建议：“筑牢和平发展的根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打造

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实现更高层次

的互联互通”“打造稳定畅通的产业链

供应链”“推进经济优化升级”。

（下转第二版）

同世界相互交融相互成就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

世界正在见证新的历史。

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

多边峰会，地点在距离北京万里之遥的印度

尼西亚巴厘岛。

东道国颇具影响的《雅加达邮报》有篇

文章说，习近平主席此行已成为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的焦点，世界各

国领导人争相与这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领导

人面对面沟通交谈。

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山一程、水一程，开

启了她走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国的世界

观、世界的中国观，共同交汇书写新的故事。

2022 年 11 月 14 日至 17 日，举世瞩目的

中美元首会晤，峰会会场中国主张和中国方

案，一个下午连续七场双边会见……占全球

2/3 人口、近 90%生产总值的世界重要经济体

领导人，在全球的聚光灯下。他们走进同中

国领导人见面的会见厅，讲述和中国的故事。

峰会第三阶段会议结束后，习近平主席

回到下榻饭店。他的老朋友，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随之赶来。这场延长到近一个小时的

会见，也是读懂中国、思考世界的一个窗口。

“我们是今年 2 月份见过以后，到现在时

间实际上不长，但是不长的时间内，这个世界

可又发生了不少事情啊。而且有些事情是重

大事件，是一些重大变化。”

审天下之时，度微末之势。习近平主席

辩证指出“两个看到”：“要看到世界上的和平

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都在加

重，更要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

总是不可阻挡”。

当此时刻，世界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

大道之行，行稳致远。中国肩上扛着大

国担当：“我们必须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重，同

舟共济，共克时艰，特别是大国应该以身作

则，发挥带头作用，多为这个世界注入信心和

力量。”

世界，正深刻感知一个古老而现代的中

国澎湃的活力和动力，深刻感知她给世界注

入的信心和力量。

抵达之后：两个大国的对话

习 近 平 主 席 曾 经 形 容 ，二 十 国 集 团 就

宛若一座桥，让大家从四面八方走到了一起。

这些天的巴厘岛努拉莱伊国际机场，来

自四面八方的专机整齐列队；海风轻拂的街

道上，插着国旗的车队疾驰而过。

习 近 平 主 席 下 榻 的 穆 丽 雅 饭 店 ，成 为

一个焦点。

被称为“可能全世界的关注度都是最高的”中美元首会

晤，如约拉开了帷幕。

窗外的晚霞从海平面上缓缓褪去，宽广的海洋连接着地

球上的两个大国。

17 时 36 分，两国元首几乎同时走进镜头。从左右两侧，

走向彼此。拜登总统看到和习近平主席还有段距离，微笑着

甩开臂膀跑了几步，现场记者一片惊叹。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历史的瞬间，就此定格。

世界期待这一幕。在双方交往的艰难时刻，各方关注这

次会晤能否成为转圜契机，瞩目由此牵动的全球脉动。

走向会见厅的途中，两国元首不时轻声

交谈。现场快门声响成一片。

一落座，拜登总统首先致开场白。十多

年前的一段往事，他记忆深刻：“我是副总统

您是副主席的时候，我们曾经相处很长一段

时间。我们多年来都有非常好的对话。”

会 见 厅 内 气 氛 友 好 ，话 题 逐 渐 走 向 深

入。拜登总统主动谈到了“管控分歧”：“作

为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有共同的责任，

要展现美中两国可以管控分歧，防止竞争成

为冲突。同时找到方式，在紧迫的全球议题

上展开合作。”

习 近 平 主 席 一 席 话 ，言 简 意 赅 ：“ 我 们

上 次 见 面 是 2017 年 的 达 沃 斯 论 坛 ，5 年 多

了。你上任以来，我们通过视频会晤，通过

通信通话，一直保持着沟通。今天我们实现

了面对面的会见。”

面对面，殊为不易。两个大国的关系近

些年来阴雨连绵，再加上疫情影响，两国元

首有三年多时间没有面对面会晤了。

把时间的镜头再拉长。从接触、建交到

如今走过 50 多年，一路披荆斩棘，一路风雨

兼程。习近平主席感言：“我们可以说，有得

有失，也就是有经验有教训。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我们就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拜登总统专注倾听，不时低头记录。

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中美

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我们能起到一个把舵定向

的作用，应该为两国关系发展找到正确方向，

而且推动中美关系向上提升。政治家要思考

和明确的就是本国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要

思考和明确同他国、同世界的相处之道。”

“ 得 其 大 者 可 以 兼 其 小 ”，习 近 平 主 席

曾借此形容中美关系。“中美这么两个大国，

没有一些大的原则性共识是不行的。有了

原则，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妥处分歧、

拓展合作。”

寥寥数语，方向已然明确，就是要找到

正确相处之道，“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

撞”。这一想法得到了拜登总统积极回应。

两国元首在会晤中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

指导原则，也就是战略性框架。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台湾问题。习近平

主席语气严肃地给出定位：“台湾问题是中国

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

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拜登总统就此表明立场和态度：“美国政

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

为工具遏制中国，希望看到台海和平稳定。”

此前，他多次向习近平主席表态“四不

一无意”。细致观察此次会晤，信号更为积极。有媒体将美方

立场概括为“五不”“四无意”：

“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

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

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

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

无意围堵中国。”

行动力，中美关系的关键。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美方

应将有关承诺体现在具体行动上，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希

望美方将总统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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