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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侨乡我的侨乡··我的家我的家⑨⑨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下午就我国考古
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
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
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视
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
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专家陈星灿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
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
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
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
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习近平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
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
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
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
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
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
文明进程。

习近平就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 4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
未知、揭示本源。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
远。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
大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
平。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
新突破。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考古学界要会
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
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
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
作用。三是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
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要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
制度，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增强历史文化遗产防护能力，严厉
打击文物犯罪。四是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要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
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
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习近平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
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要通过深入学
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
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
力、民族自豪感。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交流研讨
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
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
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关心爱
护考古工作者，积极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为考古事
业、文物保护、历史研究创造良好条件。

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9 月 29 日晚同阿根廷总统
费尔南德斯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
界是一场严峻考验。面对疫情，中阿两
国政府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中方愿继续
向阿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阿方深
化疫苗合作。中方愿同包括阿根廷在内
的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发
挥领导作用，携手早日彻底战胜疫情，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同阿根
廷的关系，支持阿方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对中阿合作未来充满信心。中国将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形成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将为包括阿根廷

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广阔市场和发展
机会。中阿务实合作基础好、韧性强、潜
力大。中方欢迎更多阿根廷优质农牧产
品和高附加值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欢迎
阿方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双方应落实好现有重大项目，开辟合作
新疆域，深化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互联
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
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应对疫情，还
是恢复经济，我们都要高举人类命运
共同体旗帜，走团结合作、共同发展
之路。中阿同为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阿方在联合
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等国际组
织和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共同
支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
世界经济，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为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作出贡献。

费尔南德斯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
乐。他表示，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主席
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的重
要讲话，对你的远见和担当表示钦
佩。阿中两国在坚持多边主义、应对
气候变化等诸多问题上拥有共识，阿
方愿同中方在这些问题上加强沟通协
作。中国发展是阿根廷的重要机遇，
加强阿中关系是阿外交政策的重中之
重。阿方希望深化阿中两国在贸易、
投资、基础设施、金融等广泛领域合
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相信这将
极大助力阿根廷经济社会发展。阿方
感谢中方为阿根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提供支持和帮助，反对将疫情政治
化，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希
望同中方继续深化疫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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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泉州人素
有“爱拼敢赢”的精神和闯荡天下的传
统。目前泉州籍华侨华人有950多万，遍
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 25 个设
区市重点侨乡中位居第一。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
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
眼睛里到心怀……”

在泉州洛江区，每当夜幕降临，欢
乐的印尼民歌 《哎哟，妈妈》 总在双阳
华侨农场的巴厘风情园响起。居住在这
里的印尼归侨穿着“巴蒂克”（注：印尼
语，意为“蜡染花布”，印尼传统服饰），随
音乐翩翩起舞。双阳华侨农场居民大多
是印尼归侨及侨眷。数十年前，几百名
来自巴厘岛的归侨来到了泉州安家落户。

这样的华侨农场，在泉州有3个，安
置有数千名归侨和侨眷。几十年来，这
些农场一如既往地保留着南洋风情，时
时洋溢着印尼乐曲，空气中弥漫着咖喱
的香味。

泉州的华侨村落、社区随处可寻。
但像华侨农场这样有海外风情的聚居
区，屈指可数。

“南洋风情回来啦”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社区里欢乐的南洋风情又回来啦！”谈起年初情形，南山社区居委
会主任罗平感慨良多。从今年除夕以来，罗平就一直没有休息
过。她和其他社区干部及志愿者一起忙前忙后，劝导居民少出
门，做消毒杀菌工作，在广场发放口罩。

待当地疫情由严峻转为缓和时，社区又开始忙着防疫复工两
手抓。盖亭子、修道路、装修印尼美食街，一切工作忙碌而有
序。“参与施工的工人健康信息要提前申报，每天上工前工人们
都要接受体温测量……”讲到这里，罗平兴奋地介绍起社区的几
大工程：

年初还在建设的巴厘民俗文化园，现在已基本完工。园区内
可以看到以茅草覆盖的乘凉亭，休憩观景区种有菠萝蜜、香蕉
树、棕榈树、槟榔树等特色植物，内有运动场、舞台、巴厘文化
长廊、花池。

此外，同样主打印尼归侨文化的双阳华侨农场文化展示馆也
在规划建设中，印尼美食街将于今年10月正式营业。这些都是双
阳街道“党建幸福侨”项目的重要载体，在区、街道、社区三级
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建设工作得以有序推进。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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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
通电话。

习近平说，很高兴在中越两国人
民共庆中秋佳节之际同阮富仲总书记
同志通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
中，中越两党两国相互支持、共克时
艰，携手取得疫情防控的重大成果，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同志加兄弟”的
深厚情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疫情在全
球蔓延再次表明，人类命运休戚与
共，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共渡难关。中
方重视同越方探讨疫苗生产等合作，
愿在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优
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坚决反对
个别国家借疫情搞政治化、污名化、
标签化的图谋，愿同各国一道推动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越南山水相

连，两国在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社
会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高度一致，
把双边关系发展好符合两国和两国人
民根本利益。今年是中越建交70周年，
两党两国关系迈上新的历史起点。疫情
之下中越双边贸易等合作呈现出强劲
增长势头，彰显了中越关系的韧性和潜
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中越双方更应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坚持两党高层政治引领和
理论经验交流，深化对社会主义事业规
律性认识；坚持推进后疫情时代双边务
实合作，不断发掘合作潜能，推进“一带
一路”和“两廊一圈”对接合作；坚持弘
扬两国传统友谊，夯实民间友好根基，
培养两国青年永做中越世代友好的传
承者和接班人；坚持捍卫多边主义和维
护国际公平正义，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矛
盾和分歧，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良
好势头。中国共产党支持越南共产党开
好十三大，愿继续为越南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阮富仲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1周年，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卓越成效。阮富仲表示，越中建交 70
年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向前发展势
头。越方高度珍视并坚定维护同中国
的友好合作关系，感谢中方在越南解
放和发展各阶段向越方提供的宝贵支
持和帮助。当前世界形势快速复杂变
化，越方正全力筹备明年初将召开的
越共十三大，希望同中方继续加强两
党两国政治互信，发挥好两党对两国
关系的政治引领作用，坚持正确舆论
导向，推动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支
持深化地方层面交流合作，并在多边
框架下加强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和平
稳定的发展环境，妥善处理解决存在
的问题，推动两党两国关系取得新的
历史性发展。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话

11..33万亿斤以上万亿斤以上！“！“中国饭碗中国饭碗””稳稳的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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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十三五··中国印象中国印象 ②②

“秋分不生田，处处动刀镰。”又到一年丰收季，
乌江之畔翻滚着金色稻浪。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洪
水镇解放村的代远付趁着天气晴好，收割了自家 10
多亩的水稻。

“你看这优质红米稻，籽粒多饱满。”剥开一粒金
黄的稻谷，老代笑了，“今年虽然受到疫情、洪涝和病
虫害的影响，但每亩产量还是有 1000 斤左右，收成
相当不错。”

大江南北，到处是秋收景象，让人看着就高兴。
“前两季的夏粮和早稻已丰收到手，分别比上年

增产 24.2 亿斤、20.6 亿斤，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秋
粮面积预计比上年增加 800 万亩，丰收在望。”农业
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今年还是一个丰收年，粮食会
有个好收成。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
全，把14亿人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十三
五”期间，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加大粮食生产政策
支持力度，粮食连年丰收，产量持续稳定在 1.3万亿
斤以上。2019年，中国粮食产量刷新历史纪录，达到
13277 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 470 公斤，持续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
在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德平镇，魏德东盯着地

里一株株挺直了粗壮“腰杆”的玉米，喜得合不拢嘴：
“今年又扩种了200多亩，长势很好！”魏德东每天都
要到他的 2000 多亩富民农场转转，“10 月中旬准备
收了，估摸着每亩产量能到650公斤左右，比去年又
高了些。”

“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满足了
占全球近20%人口的粮食需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伟
大成就。”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称赞道。

丰收的背后，是 5 年来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的提升，是农业科技的强劲支撑。

在安徽省涡阳县，收割机轰鸣前行，一簇簇玉米
被农机吃进“肚子”，摘穗剥皮，金黄籽粒倾泻而出。

“卫星‘指路’，农机无人驾驶了。”麦客赵凯说，他开
的“雷沃谷神”收割机搭载的无人驾驶系统、电控方
向盘，与北斗导航系统配合，“牵”着农机往前跑。

“地块的遥感图显示在手机屏幕上，设置好行驶
路线、行距就行。”赵凯说，好多客户都点名要北斗导
航系统。以往几天才能收完的庄稼，现在几小时就解
决，提质又增效！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在
即，各地将有200万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秋收作业。

浓浓的科技范儿改变着农业，也增添了发展动
力和活力。“十三五”期间，中国持续加强农业与科技

融合，2019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9.2%，均较 2015 年
显著提高；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升至95%以上，
稳稳地做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

从田间的收获到粮仓的充裕，中国人端牢“中国
饭碗”的底气越来越足。

2017年，在江苏省射阳县，一批高标准储粮仓
拔地而起，总容量达到35万吨。“我们的储粮仓分
布在县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有2.5万吨、5万吨和
11万吨等多个储备规模。”射阳大米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苏阳如数家珍，每年新收的小麦、稻谷，销
售之外都会存进储粮仓，“现在仓储条件大大改善，
粮食可以‘吹空调，盖被子’，温度湿度有保证，防
虫防霉。”

仓廪实，天下安。这5年，中国不断加强粮食
储备应急管理，形成了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协同运
作、政府储备和企业库存互为补充的粮食库存体
系。据农业农村部介绍，当前中国粮食库存处于历
史高位，特别是稻谷小麦两大口粮的库存可满足全
国居民1年的消费需求。

年丰时稔粮满仓，百姓殷实国兴旺。5 年来，
精彩的丰收故事一个接一个，14亿中国人在这片沃
土上收获着喜悦，更播撒着希望。

题图：9 月 7 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村民们
在丰收后晒秋。 程 聪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