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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0日电 4月 2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加蓬过渡总统恩圭马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加蓬传统友好，

两国友谊历久弥坚。半个世纪来，任凭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加始终平等相待、

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不断提质升级，为

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

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恩圭马总统一道

努力，以两国建交 50 周年为新起点，赓

续中加传统友谊，深化双边务实合作，丰

富中加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携

手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恩圭马表示，建交 50年来，加中两国

相互信任、真诚相待，双边关系稳定发

展，经济、社会和军事等领域互利合作

成果丰硕。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

则，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加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加中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巩固发展，造福

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加蓬过渡总统恩圭马
就中加建交 50 周年互致贺电

民以食为天。14 亿多人的吃饭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2023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

时指出：“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

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

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

粮仓’。”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时强调：“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积极发

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业产

业化水平。”

什么是大食物观？

在 2022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

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

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

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

在 2022 年 1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作了进一步阐述：“解决吃饭

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

开，树立大食物观。‘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

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样样都是美食。”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

众更加注重食物多样性和营养搭配。统计

数据显示，全国每天要消耗 70万吨粮、9.8万

吨油、192 万吨菜和 23 万吨肉。我国城乡

居民人均年原粮消费量由 1978年的近 248公

斤下降到 2022 年的约 130 公斤。

顺应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满足人民群

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的消费升级，

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大食物观”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的大食物观由来已久。

“我在福建工作时，在山区干过，也在

沿海干过。当时我就提出大食物观，肉、

蛋、禽、奶、鱼、果、菌、茶……这些都是粮食

啊。”“所以，我先后提出要建‘海上福州’和

‘海上福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 2015 年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

念”，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物

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再到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

“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大食物观的阐释不断丰

富和发展，折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指

明下一步努力方向。

大食物观，粮食是基础。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看得很重，“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中国

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只有把牢粮食安

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

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粮食安全保障

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成绩来之不易，要继续巩固拓展，同

时还要进一步“开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在讲粮食

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老百姓的食物

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

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向耕地草原

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

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形成同

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

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这意味着，大食物观里有“系统观念”：

大食物观把粮食安全的边界拓展至食物安

全，同时系统地指明了“大食物”的来源。

向森林要食物。在黑龙江伊春市友好

林业局看蓝莓产业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林下经济一定要注意研究市场，突

出多种经营”。

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到广东东海岛

上看海水养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

我们国民的身体素质，把水产搞上去，把

蛋白质搞上去很重要。”

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在江西于都县

看大棚蔬菜，习近平总书记握着乡亲们的手

说：“党中央想的就是千方百计让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

…………

从东北林海到黄土高原，从秦巴山区

到 乌 蒙 山 区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多 次 考 察

“ 大 食物”，为的是给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充

足、更加丰富多样、营养健康的食物，为的

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对 大 食 物 保 供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高 瞻

远瞩：“今后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

保多样、保质量。”对食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

连用四个“最”：“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

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

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新征程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随着

大食物观落地生根，人们的餐桌更丰富、

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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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景县 200 兆瓦风电场，一身亮

黄色的徐工 4000 吨全地面起重机依次

将 120 多吨重的机舱、40 吨重的轮毂，

以及 3 片 95 米长、28 吨重的扇叶高高

吊 起 ，精 准 对 接 到 162 米 高 的 塔 筒 上

组装。

去 年 研 发 的“3000 吨 级 ”，可 在

160 米的高度吊起 190 吨的重量，而这

次的“4000 吨级”，则能在 170 米的高度

吊起 230 吨的重量。这是徐工集团第

七次刷新由自己创造的千吨级起重机

研发纪录。

近年来，徐工集团锚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发力自主创新、

“智改数转网联”、绿色低碳转型，实现

技术攀“高”、产业向“新”。

深耕研发 潜心攻关

4000 吨 全 地 面 起 重 机 ，究 竟 好 在

哪里？

“当前，我国风电行业发展迅速，随

着风机向更大、更高方向发展，与之配

套的安装设备更应当跑在前面。”该设

备总设计师李长青介绍。

吊装重量每增加 1 吨、吊装高度每

增加 1 米，对起重机性能要求和研发难

度 就 会 成 倍 增 加 。 最 大 起 重 吨 位 从

3000 吨级到 4000 吨级，最难的挑战有

两个：高空吊起、负重转场。

“研发中进行的结构创新，让受力

点更多，就能减少变形、增加臂架的刚

度，提升起重机的负重能力。”李长青

说，两年来研发团队进行了 2000 多次

结构试验，不仅要考虑增加受力点，还

要考虑每个点上的力量分配，形成起重

合力。

对起重机而言，在水平举起的那一

刻受力强，“关节”容易“脱臼”。怎么

办？研发团队想到，在“关节”外部增加

一个保护罩——拉撑装置。该装置由 4根

支柱组成，上面两根向上拉拽，下面两

根向下撑起，还能灵活开合，解决了“关

节脆弱”问题。

在风电项目现场，多个“大风车”之

间相隔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大型起重机

在转场时，如果通过沟坎、丘陵路面，会

发生倾斜，只能分拆装运，费时费力、成

本还高。对此，研发团队在起重机底盘

中创新采用断开式车桥，每个车轮可以

上下单独活动，即便一侧轮胎升高，另一

侧也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保持车身稳定。

徐工集团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技术

总监丁宏刚介绍，刚刚完成首吊的 4000吨

全地面起重机，是集团 G2 代技术平台

的一款主要产品。 （下转第四版）

徐工集团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

技术攀技术攀““高高”” 产产业业向向““新新””
本报记者 何 聪 姚雪青

走企业，看高质量发展

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谋划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

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要以

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促进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持续激

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的更大成效。”

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

推动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向广度和深度

拓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

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

碍和结构性矛盾，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

创新创造活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不移

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各地区各部门加紧谋划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

体制机制，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

竞争、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

4 月 7 日，晟腾集团暨苏州协同创

新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基地奠基仪式在

江苏苏州市吴中太湖新城举行。该项

目建成后将引入先进的标识解析技术

和协同制造理念，打造协同制造产业创

新基地。目前，吴中太湖新城汇聚了汇川

技术、协同创新等数字经济企业，不断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苏州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

首要任务，不断完善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体系，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十条政策措

施，构筑“1+10+N”助企服务网络，推进

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助力企业和人才

“双向奔赴”。目前，苏州市拥有 1.5 万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

创新联合体达 120 个。众多科创平台

和高新企业，为苏州市经济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推

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

信用等方面制度规则统一。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

场监管总局等 8 部门联合印发《招标投

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自 5 月 1 日

起施行，首次为招投标领域出台政策措

施列明“负面清单”。

“招标投标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

方式。”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营造公平竞争的招标投标市场环

境，有助于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

畅通流动，对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构建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具有重要作用。

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加大

对高质量发展的财税金融支持。

4 月 1 日，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

务局举办“税智·新质”税助新质生产力

暨京津冀第三十三个税收宣传月启动

仪式。天津市税务部门升级智慧税务，

巩固提升“网上办”“掌上办”“一厅联

办”等，让税费服务更加精细化、智能

化、个性化。

“税务支持对公司发展帮助很大。”

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由于技术更新快，飞腾每年都要投

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研发，现在的增值

税留抵退税等政策极大降低了资金压

力，让公司更加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

究中心研究员杨志勇表示。

（下转第二版）

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深化改革开放
本报记者 罗珊珊 屈信明

继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两会之后看落实⑥

本报北京 4月 20日电 （记者韩鑫）

国家邮政局 19 日公布一季度邮政快递

业运行情况，总体看，我国邮政快递业

运 行 保 持 畅 通 稳 定 、发 展 势 头 持 续

向好。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一季度，邮政

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417.3 亿件，

同比增长 22.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

计完成 371.1 亿件，同比增长 25.2%。

行业营收持续增长。一季度，邮政

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3943.7 亿元，同

比增长 10.7%。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 3116.9 亿元，同比增长 17.4%。

一季度，尤其是 3 月，快递企业积

极支撑电商平台春季促销活动，聚焦时

令生鲜等领域，深入挖掘地方特色产品

寄递需求，为春茶、花木等产品提供定

制方案，推动业务规模持续增长。3 月，

快递业务量完成 138.5 亿件，同比增长

20.1%，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1128.3 亿元，

同比增长 13.2%。

服务质量稳中有升。3 月，快递服

务质量指数为 502.8，同比提升 38.2%。

从分项指标来看，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

为 83.3 分，同比上升 3.3 分。重点地区

72 小时妥投率为 85%，同比提升 0.63 个

百分点。

发展结构更加均衡。一季度，东、

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

72.8%、18.6%和 8.6%，业务收入比重分

别为 74.5%、15.1%和 10.4%。与去年同

期相比，中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

1.4 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

0.7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

重上升 0.8 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比

重上升 0.5 个百分点。

一季度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25.2%
累计完成 371.1 亿件

新数据 新看点

“层层加码摊派经营主体增长

任务”“部分农家书屋缺乏实效”“在

公益活动中设立点赞指标加重基层

负担”……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

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了 3 起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彰显整治形式主义持续发力、为基

层减负动真碰硬的鲜明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一段时间以来，各

地区各部门精准施策，以严的基调

坚决整治文山会海，以清晰的权责

体系为基层干部降压解忧，以务实

举措激励担当作为，推动基层减负

工作走深走实。同时也要看到，形

式 主 义 、官 僚 主 义 具 有 顽 固 性 和

反 复性，尤其要注意一些新问题、

新动向。要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

上下功夫，持之以恒为基层减负，

让 减 负成果更好惠及广大基层干

部和人民群众。

为基层减负，为实干撑腰。我们要以典型案例为鉴，

深刻剖析思想根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切工

作都要往实里做。只有坚持立足实际、干在实处、务求实

效，才能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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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谈R
四川西昌至云南香格里拉高速（西香高速）泸沽湖特大桥

施 工近日取得关键性进展——U 形回转式隧道锚正式进洞，

标 志 着 该 控 制 性 工 程 建 设 正 式 进 入 主 体 施 工 阶 段 。 泸 沽 湖

特大桥为钢桁梁悬索桥，全长 1922 米，主跨 1680 米，是西香高速

通往泸沽湖、香格里拉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

的通道。西香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川滇高速公路网，

为群众出行提供便利。

图为西香高速泸沽湖特大桥。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

经济新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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