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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6月7日电 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7日下午
在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我们党致力于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贺信全文另发）

主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宣读
了习近平的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体现了坚定的文化自信、高度的文化自觉，为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此次贺
信中的重要指示精神，担当使命、奋发有为，高扬思想旗帜，增
强精神力量，深植文化根脉，推进繁荣发展，促进交流互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出席并发表演讲。

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主题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促
进文明交流互鉴”，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
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
学者等参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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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
坛开幕之际，我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
祝贺！

我们党致力于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文化
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断
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推动
文化传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

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
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促进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

2023年6月7日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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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邹多为） 面对外需走弱
带来的挑战，我国外贸韧性持续显现。海关总署7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前 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77
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5月单月进出口3.45万亿元，
增长0.5%，月度进出口连续4个月保持正增长。

从贸易方式看，前 5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11万亿
元，同比增长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65.6%，比去年同期提升
1.4个百分点。

从外贸主体看，前5个月，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
业 43.9万家，同比增加 8.8%，合计进出口 8.86 万亿元，增
长13.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2.8%，比去年同期提升3.9个
百分点。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其他成员进出口稳定增长。前5个月，RCEP占我国
外贸比重超过30%。其中，东盟继续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进出口 2.59万亿元，同比增长 9.9%。欧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
伙伴，进出口2.28万亿元，增长3.6%。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5.78万亿
元，同比增长13.2%，其中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增长44%。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记者于文静） 截至 6 月
7 日 17 时，全国已收冬小麦达 1.64 亿亩、进度 53.8%，
其中安徽进度过九成，河南过八成，江苏过三成，山
东、陕西进入收获高峰，河北麦收开镰。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进入 6 月份以来，河
南、安徽、江苏、陕西等地紧抓降雨间隙和晴好天
气，组织收获机械和农机手昼夜不歇、连续奋战，加
快抢收成熟小麦，全国日均收获面积 1500 万亩以上，
掀起“三夏”麦收高潮。

据中国气象局预报，未来十天麦收区大部以晴好
天气为主，利于抢收抢晒。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持续做好农
机调度，抓住有利天气加快收获进度，确保适收快
收、应收尽收，因地制宜做好已收小麦烘干晾晒和通
风储存工作。同时，紧抓农时及有利墒情，高效推进
收种衔接，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播种一块，将
秋粮播在丰产期。要组织开展巡回技术指导，紧抓机
具状态良好、机手操作规范两个关键，努力提高机收
作业质量减损失、提升机播作业质量促单产。

全国全国““三夏三夏””麦收进度过半麦收进度过半

努 力 创 造 新 时 代 中 国 防 沙 治 沙 新 奇 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6月7日，满载集装箱的轮船驶入江苏省连云港港外贸集装箱码头。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中国外贸连续中国外贸连续 44 个月保持正增长个月保持正增长

6月 5日至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
淖尔市考察，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
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
为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把祖国北
疆这道万里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设美丽中国
上取得更大成就。

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
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以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根
本目标，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分类施策，加强统筹协
调，突出重点治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力争用 10年左
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
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
全屏障。

“林场人几十年接力奋斗，治理沙滩、荒滩、碱滩，
有效遏制了土地沙化。”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国营新华林场场长杜文化说，“牢记总书记嘱托，我
们要持之以恒推进治沙造林，为筑牢北疆绿色长城作出
新贡献。”

“塞罕坝林场是‘三北’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林
草工作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河北省塞罕
坝机械林场场长于士涛说，林场全体职工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打造稳定的
森林生态系统、完备的防灾减灾体系、完善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切实将半个多世纪接续奋斗的成果抚育好、管
理好、保障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让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
研究所全体科技人员备受鼓舞。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于国庆表示，作为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的重要科技力
量，研究所将充分发挥农林牧融合的科技优势，因地制

宜、科学推广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为打好“三北”工
程攻坚战作出更大贡献。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要加强
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机制，强化协调配合，深入实施

‘三北’工程建设，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动‘三
北’工程区林草植被质量、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提升。”陕
西省榆林市市长张胜利表示。

要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统筹森
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保护修复，加强治沙、治
水、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山西省发展改革委主任王
利波说，山西近年来围绕“两山七河一流域”，启动太行
山、吕梁山等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下一步将继续
推进汾河中上游生态保护和修复试点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草局局长徐庆林说，宁夏将坚持
系统观念，强化区域联防联治，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
防护网络，加快建设北部平原绿洲、中部干旱带防风固
沙、南部山区绿岛三大生态系统，构建西北地区生态安
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农林牧土地利用结构，
严格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控，留足必要的生态空间，保
护好来之不易的草原、森林。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厅长丁
巨胜表示：“我们要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统筹安排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给自然生
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要突出治理重点，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
战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治理重点，全力打好三
大标志性战役。

位于黄河“几字弯”顶部的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最大
的湖泊湿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更
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推进乌梁素海综合治理。”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主任包巍表示。

夏季的贺兰山绿意盎然，昔日矿坑荒山重获生机。
“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
要坚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全力推进贺兰
山生态保护建设，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在全力打好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中展现新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
资源厅厅长常晋宏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力打好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
沙地歼灭战。”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委书记么永波说，

“锡林郭勒盟境内分布着浑善达克沙地面积 4800万亩，我
们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科学部署重大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全力投身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更加坚定了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赤峰市副市长付
守利表示，要科学开展防沙治沙，让绿色成为赤峰高质
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力打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阻击战。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
要突出抓好天然林草植被的封育封禁保护，切实加强退
化林和退化草原修复，确保沙源不扩散。”甘肃省张掖市
林草局局长土建雄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和田地区林草局防沙治沙监测中心副主任王明洋表
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
实施重点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草原生态保护
和修复等工程，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

要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
统质量和稳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
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要在引
黄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方面，严格执行总量控制，推进
水权管理，强化管理节水；推进农业深度节水控水工

作，减少水输送过程的损失；加快灌区信息化建设步
伐，提升管理水平，减少跑冒滴漏；通过发展引黄滴灌
水肥一体化，实现田间技术节水。”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
发展中心党组书记李根东表示。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木格滩，工人们正在
栽种“草方格”。“‘草方格’是防风固沙的重要手段，
乔灌草互补结合，治沙效果好。”海南藏族自治州林草局
局长何香龙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我们要在科学选择植被恢复模式、治沙固沙相结合等方
面多下功夫，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寒地区防沙
治沙经验。”

内蒙古治沙龙头企业亿利集团不仅在库布其沙漠植
树治沙、发展绿色产业，还推广复制库布其治沙技术和
模式，去年底与沙特阿拉伯国家植被发展与荒漠化防治
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积极参与全球
荒漠化环境治理。我们将继续做好治沙技术和模式推广
工作，为全球荒漠化环境治理贡献力量。”亿利集团董事
长王文彪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防沙治沙工
作指明了方向。”甘肃省古浪县委书记苏国波表示，古浪
将从区域资源实际和现有治理成果出发，坚持乔灌草搭
配、点线面结合，探索完善“草方格+人工造林”“天然
更新+人工促进”等治沙措施，进一步巩固提升沙漠治理
质量、成效和稳定性。

从最初的“一棵树，一把草”到“草方格+沙生苗木”，再
到“固、管、护、养一体化”“互联网+治沙”，古浪县八步沙林
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有效提高了防沙治沙进度和工程质
量。“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
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一茬接着一茬干，坚持因地制宜，科
学治沙植绿。”八步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玺说。

“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科学推广应用行之有效
的治理模式。这让我们深受鼓舞。”陕西省定边县十里沙
村党总支原书记石光银说。他曾带领乡亲们采用“障蔽治
沙法”，在毛乌素沙漠南缘营造了一条长百余里的沙障。

“未来，我们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努力取得
更多科学治沙新业绩。”

（本报记者吴勇、张枨、张腾扬、刘洪超、高炳、乔栋、张
文、王锦涛、李亚楠、刘雨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