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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亩玉米，10 天就收完了。”河

北省邢台市宁晋县苏家庄镇东马庄村

的润风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军永

快步引路，“走，去看看我们的好帮手！”

6 台玉米联合收获机、8 台大型拖

拉机、1 台谷物干燥机……走进合作社，

一台台“大块头”整齐排列。

“现在种地很省力，靠的是这些大

家伙！”走近一台玉米收获机，张军永

详细介绍其功能，“机器将玉米茎秆迅

速向下拉引，玉米棒被摘下后进入剥

皮装置内剥皮，玉米籽粒被送入果穗

箱，再由驾驶员控制粮箱翻转完成卸

粮，秸秆连同被剥下的苞叶被切碎机

切碎还田。”

农机给力，农民省力。机械化不仅

提升了收割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还能

更好地保护环境、保持土地肥力。

宁 晋 县 是 全 国 粮 食 生 产 先 进 县 ，

2018 年，全县的主要农作物生产就基本

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全县共拥有大中型拖拉机 4000 余

台，玉米收获机 2200 余台，小麦联合收

割机 2000 余台，以及各类配套农机具

2 万余台（套）。”宁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哲如数家珍，“截至去年底，全县小麦

机 械 化 率 达 100% ，玉 米 机 械 化 率 达

99%，全县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在

95%以上。”

不过，大型农机价格不菲，单个农

户购买并不划算。

近年来，宁晋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将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

为推动主要农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

化的重要一环，由其根据中小农户、种

粮大户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服务。截

至目前，全县共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5604 家。

科技赋能，农机也在更新换代，变

得更“聪明”。

“要想苗齐苗壮，那就选它。”在换

马店镇东枣村科优粮食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柳义龙正在对前来咨询的农

户推荐一台智慧农机。这台安装了北

斗导航系统的小麦播种机，播种精度和

效率大幅提高。

宁晋 60 余家农机合作组织、3000 余

台（套）农机具安装了适配多种传感器

的智能终端，全县农业生产数字化程度

不断提高。

眼下，宁晋县的 98 万亩玉米已经

收获归仓，预计全年粮食产量可稳定在

18 亿斤以上。“我们每年都会推广新技

术 、新 机 具 ，努 力 提 高 农 业 机 械 化 水

平。”宁晋县委书记王涛表示，“我们将

持续完善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为稳粮保供、促产增收

贡献力量。”

河北宁晋县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机给力 农民省力
本报记者 马 晨

（上接第一版）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

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把我们

共同生活的地球建设成一个和平、和

睦、和谐的大家庭。

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汇聚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欢迎更

多外国朋友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愿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

界发展提供新机遇，推动实现和平发

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绘就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

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国人民

是善良友好的人民。中方愿同各方一

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通过真诚沟通，

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文明交流超越

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

服务的党，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

外交是人民的外交。中国政府将一如

既往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发

展中外人民友谊、促进国际务实合作等

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以友为桥，以心相

交，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团结各国

朋友，共同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

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文明互鉴

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和人民友好事业

的传承者。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泰国前

国会主席颇钦、美国“鼓岭之友”召集人

穆言灵分别代表外方发言。他们热烈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高度

评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推进民

间外交、增进各国人民理解和友谊方面

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示在习近平主席

领导下，中国成功摆脱贫困，实现快速

发展，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希望

灯塔。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

展现了对全球治理的远见卓识和责任

担当，为世界各国紧密合作、互利共赢

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发展繁荣必将继续

造福世界。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各领

域友好交流合作，让人民友谊代代相

传，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

和平、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外国前政要、王室成员、国际友好组

织负责人、友好人士等约 200人出席。

蔡奇、韩正、王毅等参加会见。

产粮大县探丰年

（上接第一版）深化政治互信，加强互利

合作，携手共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

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

多福祉。

李强指出，中方坚定支持老挝走符

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双方要加快落

实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新版行动计划，

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

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拓展贸易、投

资、产能、电力、矿产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进一步挖掘潜力，发挥中老铁路的带动

效益，推动中老全方位合作取得更多可

视成果。中方愿同老方拓展文化、旅

游、教育等人文交流合作，不断增进相

互理解和友谊，为两国深化合作奠定更

加坚实的民意基础。

通伦请李强转达对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的诚挚问候，祝贺中共二十届

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 周年。通伦表示，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发展成就，

国际影响持续上升，老方对此高度评

价。老挝党、政府和人民始终视中国为

密不可分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

好伙伴，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

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等问题

上维护核心利益，坚定支持三大全球

倡议。老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

往来，加强老挝国家发展战略与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推进老中铁路等

重点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动老

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本报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李建广、王洲）2024 金

融街论坛年会将于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北京金融街举办，

本届年会主题为“信任和信心——共商金融开放合作 共

享经济稳定发展”。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余名嘉

宾，将聚焦当前经济金融热点话题，围绕进一步推动各方增

进互信互鉴、深化共赢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分享智慧、探讨

路径。

本届论坛年会采取“主论坛+平行论坛+金融科技大

会”活动框架，共设置 40 余场活动。

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18日开幕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各位

朋友来华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活动表示诚挚欢迎！

今天是中国传统佳节重阳节。这是一个象征着

尊老和团圆的节日。很高兴同大家共聚一堂，

共话友谊。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

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

动力，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在座各位长

期致力于对华友好事业，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老朋友。大家不远万里、跨越山海，都是为了友

谊这件大事，都是为了人民友好的伟大事业，我

对此高度赞赏。

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

对“ 建 设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世 界 、如 何 建 设 这 个 世

界”这一时代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中国答案。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戚相关，人

类命运与共，世界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

抉择。

一位外国朋友曾对我说过：“友谊可是件大

事，一个友谊的世界才可能是和平的世界。”正是

人民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起了促进世界和平和

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十几

天前，我们刚刚隆重举行了庆祝活动。75 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经过长期奋斗，我们在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

就，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

之路。

回首来时路，中国取得的各方面成就都离

不 开 世 界 各 国 人 民 的 支 持 。 一 大 批 国 际 友 人

不 远 万 里 来 到 中 国 ，同 中 国 人 民 风 雨 同 舟 、同

甘 共 苦 、共 同 奋 斗 ，为 数 众 多 的 外 国 企 业 、机

构 、个 人 积 极 参 与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

不仅实现了各方互利共赢，也为促进中外友好

交 流 合 作 作 出 重 要 贡 献 。 我 们 将 始 终 铭 记 他

们 为 中 国 发 展 作 出 的 重 要 贡 献 和 同 中 国 人 民

的真挚友谊。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愿同各国朋友

加 强 友 好 交 流 ，发 挥 民 间 外 交 独 特 作 用 ，携 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要以“同球共济”的精神，凝聚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各国人民生活在

同一个地球家园，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应对变乱

交 织 的 国 际 形 势 和 层 出 不 穷 的 全 球 性 挑 战 。

中 国古人讲“同舟共济”，现在国际社会则需要

“同球共济”。中方始终坚信，人类发展进步的

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

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不同民

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

球化，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设成一个和平、

和睦、和谐的大家庭。

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汇聚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中国共产党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就是为了推动建设一个

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 10 多年

来的实践带来很多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

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中方

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欢迎更多外国朋友

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方愿本着合作

共赢理念，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

发展提供新机遇，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实现和

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更

好造福各国人民。

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绘就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

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传播和发展的规律。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

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

放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民族是

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善良友好的人民。

中 方 愿 同 各 方 一 道 ，践 行 全 球 文 明 倡 议 ，弘 扬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通过真诚沟通，

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推动世界朝着命运共同体

的方向发展。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

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

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发展中外人民友

谊、促进国际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搭

建更多民间交往的桥梁，团结各国朋友，共同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搭建更多务实合

作的桥梁，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做中国式现代化

的参与者；搭建更多人文交流的桥梁，鼓励各国

民众，共同做中外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促进

者；搭建更多青少年友好的桥梁，激励青年一代，

共同做人民友好事业的传承者。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政府是

人民的政府，中国外交是人民的外交。民间外交

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

作。中方愿同各国朋友一道，以友为桥、以心相

交，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共同为我们的子孙

后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 10月 11日电）

在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外方嘉宾时的讲话

（2024年 10月 11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10 月 11 日 上 午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在

北 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出席中国国际

友 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活动的外方嘉宾。习近平主席

指出，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戚相关，人类

命运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

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愿同各国朋友加强

友好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携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1 日下午，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大会

在京举行。本次大会以“深化中外民间友

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世

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负责人、国际友好人士

和中方代表约 500 人参加。与会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期待继续加强各

领域友好交流合作，让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

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以“同球共济”精神
凝聚广泛共识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以“同球共济”的

精神，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

泛共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平等有序

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把

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设成一个和平、和

睦、和谐的大家庭。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表示，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

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远见卓识，这一

理念为国家间的合作共赢指明了方向，为

建 设 更 包 容 、更 和 谐 的 全 球 未 来 带 来 了

希望。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认为，国际关

系越是面临复杂和困难局面，就越需要面

对面进行坦诚、建设性的对话。“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应对全

球性挑战提供了路径，我们要坚持在相互

尊 重 、相 互 理 解 的 基 础 上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运共同体。”

美国艾奥瓦州友人盖瑞·德沃切克表

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了共建

美好世界，展现了中国为世界谋大同的大

国担当。

“当今世界不确定性日益增多，气候变

化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我们应密切合

作，加强民间外交，促进共同发展，应对共同挑战。”文莱公主玛

斯娜表示，文莱愿与中国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拉紧两国民心相

通的纽带，共同建设相互理解、合作包容、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提供

了一个共同愿景，即通过合作、和平与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挑

战。”阿根廷—中国民间合作协会执行主席迭戈·马尔克斯表

示，民间交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

希望继续推动阿根廷和中国的民间交流，做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践行者。”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同球共济”的精神引发“美中青少年

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强烈共鸣。他说，中国始终秉持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原则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压舱石，将为世界繁荣发展发挥更大

作用。

以合作共赢理念汇聚强大合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汇聚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

化，欢迎更多外国朋友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愿不断以

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推动实现和平

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爱尔兰前总理埃亨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理念，通

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不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

量，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民间外交不仅拉近了国

家间的距离，也在各国人民心中深深植下友谊与合作的种

子。”埃亨表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描绘了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

蓝 图 ，不 仅 有 助 于 推 动 中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还将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共

同繁荣作出贡献。”阿拉伯—中国友好协

会联合会秘书长优素福表示，中国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成为

深 受 欢 迎 的 国 际 公 共 产 品 和 国 际 合 作

平台。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将为跨国企

业创造更多机遇，也将为发展中国家间的

合作开辟新前景。”厄瓜多尔前总统拉索

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三大全球倡议等中国方案为完善全

球治理提供了新途径，积极推动了发展中

国家间的合作，让多边主义焕发新活力。

“坦桑尼亚积极支持中国提出的三大

全球倡议，坦桑尼亚愿同中国携手合作，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人类

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坦桑尼亚前总理

平达表示。

巴 西 中 国 友 好 协 会 代 表 伽 罗·恩 里

克·佩雷拉表示，各国秉持合作共赢理念

开展互利合作，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将为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发展繁荣注

入强劲动力，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冈崎温表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建设一个

持久和平的世界提供了方案。中国为世

界和平发展、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积极参与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这有助于各国加强同中国

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在我看来，中国几十年来取得的发

展成就是伟大的发展奇迹。”新西兰前议

长卡特表示，“我期待看到中国不断发展

进步。”

以开放包容胸襟绘就
文明画卷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

绘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

卷。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国人民

是善良友好的人民。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通过真诚沟通，增进

了解，加深友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同各国

人民深化友谊、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真

诚 友 好 、光 明 磊 落 。”泰 国前副总理功表示，泰国高度赞赏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我们将秉持‘泰中一家亲’理念同中国开展友好交往，

传承人民友谊，促进世界和平。”

“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充满智慧的讲话，我备受鼓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将架起人与

人、心灵与心灵之间沟通的桥梁。”罗马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主

席奥雷尔·帕帕里说。

利比里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谢里夫曾于 2004 年来华留

学，这段经历不仅令他感受到利中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也加

深了他对民间外交的认识。回国后，谢里夫成立了利比里亚

中国友好协会。他表示，中国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同利比里亚

分享在农业现代化等领域的发展经验，为利比里亚发展带来

崭新机遇。“我们将继续努力，为促进利中人民往来、增进民心

相通作出更多贡献。”谢里夫说。

“我曾多次访问中国，感受到中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科技

创新充满活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重要发展成就。在这期

间，我也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友谊。”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前

主席罗伯特·森伯恩表示，美中两国人民不断拉紧友好交往的

纽带、增进民心相通，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文明交流互鉴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

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莫芮德表示，增进相互理解、开展

对话合作是建设和平、和睦、和谐的地球村的基础。“近年来，

马尔代夫青年学习中文、赴华留学的热情不断提升，这样的真

诚沟通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深了解与友谊。”

（本报记者刘歌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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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11日电 （记者邱超奕）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2024 年金秋招聘月活动”。

活动为期一个月，服务对象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以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登记失业人员为重

点。其间，各地将组织开展各类线下招聘，同步举办直播带岗

等网络招聘活动，提供即时快招零工服务，并根据求职者需求

提供针对性职业指导、权益保障服务。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依托中国公共招聘网开

设“2024 年金秋招聘月”网络主会场，发布招聘信息。

2024年金秋招聘月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