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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学校思政课建设
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学校思政课
建设放在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党
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全面加强，各
级各类学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更加
鲜明，思政课教师乐教善教、潜心
育人的信心底气更足，广大青少年
学生“四个自信”明显增强、精神
面貌奋发昂扬，思政课发展环境和
整体生态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
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
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坚持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思政课
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
进，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
系，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

育一体化建设。要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
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
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
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
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
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
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
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各级各
类学校要自觉担起主体责任，不断开
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努力培养
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推进会5
月11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
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
讲话。

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战
略属性、民生属性，把思政课建设
作为党领导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立
足新时代伟大实践，不断推动思政
课改革创新，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

丁薛祥强调，要紧扣新时代新
征程教育使命，坚持思政课建设与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不断
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加快
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
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入
脑入心。充分发挥新时代伟大成就
的教育激励作用，丰富思政课教学
内容，讲好新时代故事，引导学生
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实践伟力。以

“ 大 思 政 课 ” 拓 展 全 面 育 人 新 格
局，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
合起来，推动学生更好了解国情
民情，坚定理想信念。遵循教育
规律，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 教 育 一 体 化 建 设 ， 循 序 渐 进 、
螺旋上升设计课程目标，贴近学
生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让学
生爱听爱学、听懂学会。加强思政
课教师队伍建设，健全突出教学优
先的评价体系，完善教师地位和待遇
保障机制。各地各部门要扛起政治
责任，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形成思
政课建设的强大合力。

中央网信办、国家文物局、北京
市、福建省、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长沙市
育英小学有关同志作交流发言。

李干杰、李书磊出席会议。
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优秀思政课教师代表等参加会议。

会前，丁薛祥到北京科技大学
和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调研，了解
思政课线上线下集体备课情况，听
取思政课现场教学，与教师和学生
交流。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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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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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各级各类学
校要自觉担起主体责任，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努力
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何塞·劳尔·穆利诺，祝贺他当选巴拿马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2017年 6月，中巴建交掀开两国关系
新篇章。建交近七年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成果丰
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好处。事实证明，中巴建

交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推进中巴关系、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已成为两国社会各界普遍共识。中巴是真诚互信的好
朋友、互利共赢的好伙伴。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
愿同穆利诺当选总统开展友好交往，引领中巴关系继往
开来持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 近 平 向 巴 拿 马 当 选 总 统 穆 利 诺 致 贺 电

本报北京5月 11日电 5 月 11 日上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结束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国事访问后乘专
机回到北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
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结束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国事访问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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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本报北京 5月 11日电 2024 年 5
月 5 日至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
对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三国进行
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
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初夏时节，习近平主席开启
2024 年首次出访。五天六晚，三国四
地，30多场活动环环相扣，双多边结合，
政经文兼顾；既有正式隆重的国事活
动，也有“不打领带”的亲切互动；既有
视野广阔的战略沟通，也有推心置腹的
畅所欲言。往访三国均高度重视，给予
最隆重接待和最高规格礼遇。此访立
足欧洲，放眼世界，实现中法关系再巩
固，中塞关系再强化，中匈关系再提升，
中欧合作再出发，是一次传承友谊、增
进互信、提振信心和开辟未来之旅，圆
满顺利成功。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持
续热议，普遍认为访问亮点频出，精彩
纷呈，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远超双边范
畴，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积极进
取，彰显了习近平主席作为大国领袖的
担当和魅力。

一、秉持建交初心，推动
中法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王毅说，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
建交并率先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西方大国，素有独立自主的传
统。第一位正式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
是法国总统，首次接待中国领导人正
式访问的西方国家也是法国。两国关
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前列，成
为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
平国家相互成就、共同演进的典范。

这次习近平主席对法国的国事访
问，是庆祝中法建交 60 周年的最重要
议程。两国元首进行了长时间、高水平
战略沟通。习近平主席回顾总结中法
建交 60 年的珍贵历史、独特价值和重
要使命，强调双方应该坚守独立自
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
的建交初心，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
涵，用历史的火炬照亮前行的道路。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做到“四个坚持”和“四个共同”，
即坚持独立自主，共同防止“新冷战”或阵营对抗；坚
持相互理解，共同促进多彩世界的和谐共处；坚持高瞻
远瞩，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坚持互利共
赢，共同反对“脱钩断链”。

马克龙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深邃洞见表达强烈共
鸣，表示当今世界面临紧迫挑战，法中关系承前启后、底
蕴深厚，双方相互尊重，着眼长远，加强合作，将为解决全
球性挑战、避免集团对立对抗发挥重要和积极作用。

两国元首就进一步发展中法关系达成多项共识，一
致同意巩固双边关系战略稳定，挖掘互利合作广阔潜
力，加快人文交流“双向奔赴”，凝聚全球合作更大共

识。双方发表了关于中东局势、人工
智能与全球治理、生物多样性与海
洋、农业交流与合作 4 份联合声明，
签署近20项合作协议。

王毅说，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同马克
龙总统先后举行尼斯夜谈、豫园茶叙，去
年在广州举行松园会晤。此次马克龙总
统精心设计，邀请习近平主席和夫人赴对
其个人成长有特殊意义的上比利牛斯省参
访，偕夫人亲自赴塔布机场迎接并送行。
两国元首在图尔马莱山口登高望远，纵论
天下风云。从东方到西方、从历史到当下，
就重大和紧要问题深入战略沟通，达成高
度共识。马克龙表示，通过同习近平主席
的深入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文化、理念和发展历程，加深了对中国在
重要问题上立场的认知。当前国际形势
下，欧洲保持战略自主和团结统一至关
重要，欧洲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加强双
多边合作至关重要。图尔马莱山口的驿
站畅谈，不仅成为此访一个亮点，也书写
了中法两国元首交往的又一佳话。

王毅说，中法交往的每个高光时
刻，背后都有独立自主的因素支撑，而
中法发扬独立自主精神，每一次相遇都
能迸发出巨大能量。站在人类发展新的
十字路口，面对世界百年变局的风云际
会，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理应担负更大责任担当，加强双边
合作和多边沟通协作，共同为迷茫的世
界注入希望，为人类的进步探索方向。
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
将迎来下一个更辉煌的甲子，不断迈上
新的更高水平。

二、赓续铁杆友谊，启
动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
体新征程

王毅表示，塞尔维亚是中国的铁杆
朋友，也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首个全面
战略伙伴。中塞友谊在上个世纪经受了
战火考验，又在共同抗击新冠疫情中得
到升华。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
总统保持密切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
共同引领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特

别是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塞时，开启河钢斯梅戴雷沃钢
厂合作项目，“救活一座厂，改变一座城，造福老百
姓”成为塞尔维亚家喻户晓的故事。

应武契奇总统多次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再次访
塞。塞尔维亚举国上下欢欣鼓舞，贝尔格莱德多地点
亮“中国红”。武契奇总统率前总统、议长、总理、外
长等众多政要赴机场迎送，举办史无前例的盛大欢迎
仪式。近 2 万名塞尔维亚民众齐聚塞尔维亚大厦广场，
挥舞中塞两国国旗，高呼“中国”，让我们切身感受到
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对习近平主席
的崇高敬意。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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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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
水，必有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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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人均
耕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4，
上世纪 80年代，食物总量匮乏、品种
单一，肉类、水产品、蔬果等农产品种
类较少、产量低，每年需从外省大量
调入粮食和蔬菜。

30 多年来，福建践行大食物观，
开发利用丰富的山海资源，因地制宜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取得显著
成效——全省每年超额完成国家下
达的粮食生产任务；畜禽肉类产量大
幅增长，2023年肉类总产量达 311万

吨，比上世纪90年代初增长2.5倍，其
中禽类增长13倍；水产品人均占有量
200多公斤，居全国前列；食用菌商业
化规模栽培30多种，总产量居全国前
列；茶叶年产量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
5万吨增长至50万吨，产值、单产均居
全国前列……福建还成为全国“南菜
北运”和主要出口蔬菜省份之一。

岁月流转，福建践行大食物观
的实践探索不断丰富发展。

提升多元化食物供给能力
立足山海资源，向耕

地草原森林海洋等要食物

1988年 6月，习近平同志就任宁
德地委书记。宁德，当时被称作“闽
东老九”，经济总量排全省最末，是当
时全国 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
一。闽东的人均占有粮食低于全省
水平，每年进口小麦和从外省、外地
区调入粮食都在1亿斤左右。

经过深入调研，习近平同志指
出：“闽东要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
就必须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
什么是大农业呢？大农业是朝着多
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

立体农业。”“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
这就是说，在农业上，‘靠山吃山唱山
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
海田一起抓，发展乡镇企业，农、林、
牧、副、渔全面发展。”

30多年来，沿着习近平同志当年
指引的方向，宁德坚持发展大农业的
路子不动摇，持续深入推进山海田农
业资源综合开发，全方位多途径开发
食物资源——

那一座座山，草木葱茏，青翠
欲滴。

初夏时节，位于宁德市周宁县七
步镇后洋村的黄振芳家庭林场郁郁
葱葱。上世纪80年代，黄振芳带领家
人绿化荒山，并在林中套种马铃薯、玉
米。习近平同志听闻此事后，三次赴
实地了解情况，称赞“周宁县的黄振芳
家庭林场搞得不错，为我们发展林业
提供了一条思路”。后来，习近平同志
写下《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
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深刻
指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黄振
芳一家在山上陆续种下草珊瑚、黄精
等作物，如今林下经济搞得红红火火。

那一片片海，碧波荡漾，鱼鸥
翔集。 （下转第三版）

福建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