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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10月 20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建设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

要举措。40 年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坚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创新，艰苦

奋斗、锐意进取，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

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激发创新活

力和内生动力，积极参与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高质量发展。要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

制；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

大国际合作，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助力打

造“投资中国”品牌；巩固提升先进制造

业产业基础，推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

数字化，打造数字产业、未来产业，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国家级经开区 40 周年座谈会 20 日

在天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

要指示并讲话。何立峰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是新时代新征程做好国家

级经开区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深刻认识国家级经开区发展面临

的新形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打造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当好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建设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示范区，争做区域开放

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者，成为推动经

济转型升级、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

力军，努力开创经开区工作新局面。

商务部、中央编办、工业和信息化

部、自然资源部，天津、江苏、安徽、广西

和 部 分 国 家 级 经 开 区 负 责 同 志 作 了

发言。

新华社北京10月 20日电 10月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普拉博沃·苏比延多，祝贺他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传统友好邻邦。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步提升，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新阶段。明年是中印尼建交 75 周年，将为

推进双边合作提供新契机。我愿同普拉博沃总统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书写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团结协作、互

利共赢的新篇章。

习近平致电祝贺普拉博沃就任印尼总统

习近平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 断 激 发 创 新 活 力 和 内 生 动 力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详见第四版）

这一次，在福建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一种

精神：“敢为人先、爱拼会赢”；在安徽合肥，他引用

了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

拼搏，是理解总书记闽皖之行的一个关键词。

考察的第一站是福建东山岛，东海与南海交汇

处一座蝶形小岛。

漫长的海岸线上，迎风挺立的木麻黄垂着一串

串墨绿色的针叶，仿佛诉说着山海间的蝶变。

“时隔 23 年再来，很是欣慰、很有感慨，东山岛

发生了巨变。”15 日下午，东山岛东南角的澳角村，

习近平总书记沿着兴海大道步行远眺。

碧海潮起潮落，故地换了新颜。

“近的是虎屿，如猛虎伏地；远的是龙屿，似巨

龙横卧。”村党委书记林华忠指向海面，向总书记介

绍两座外形奇特的小岛。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出没风波

里，拼搏海浪中，激发着人们龙精虎猛的意志、龙腾

虎跃的干劲。东山，这个当年因海而困的风沙岛，

早已成为向海而兴的生态岛。

从澳角村的兴海大道到渔港码头，民宿鳞次栉

比，渔船桅樯林立。大海的臂弯里，微风吹来新鲜

渔获的味道，巴浪鱼、兰花蟹、墨鱼、海带……以海

为田，耕海牧渔。

码头边的海鲜市场，村民们高兴地向总书记讲

述大海的馈赠。

“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的海岛都

很有发展前途，当时提出要念‘山海经’，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总书记忆及往事。

闽南人常说“行船走马三分命”。踏浪而行，奔

波而渔，曾经的渔村人用一叶扁舟承载生计。如

今，从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产品加工，到海景民

宿、海鲜电商，他们打拼出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海风轻拂，阳光灿烂。临别之际，总书记鼓励

乡亲们“做好‘海’的文章，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一往无前”。

“蝶岛”在蝶变，鹭岛在腾飞。

厦门，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工作的第一站，这里

积淀了他宝贵的为政实践与思考，“我当时很兴奋

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

放的实践”。

彼时的厦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正努力

探寻“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方法路径。

从厦门经济特区到厦门自贸片区，时光荏苒，

时代新篇。16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厦门自

贸片区，参观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果展。

展厅的背景墙，如海浪般起伏，恰似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从制度创新到

高水平开放，串联起厦门自贸片区一个个敢为人先的成就和经验。

展台上，摆放着一本出版于 1989 年 9 月的《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主编正是习近平同志。

习近平总书记拿起来仔细翻阅，当年筚路蓝缕的创业场景，如在眼前。

“厦门自由港模式的基本构想”“厦门市的发展与对内对外辐射作用”“厦门市

2000 年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30 多年过去，

这本发展战略蓝图，虽已纸页泛黄，依然闪烁着穿越时空的光芒。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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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直播“打卡”日喀则美食

探寻舌尖上的幸福密码
本报记者 杨子彦 扎西顿珠 旦增嘎瓦

图为直播现场看图猜美食环节。 本报记者 杨子彦 摄

赏藏戏非遗，荐藏医药浴，品藏

地美食。

10 月 20 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跨

越山海 格桑花开——乘着大巴看中

国·西藏行”大型融媒体活动日喀则

站首场直播，在桑珠孜区圆满结束。

直播中，“打卡日喀则美食”环节备

受关注。在主持人、美食推荐官与嘉宾

互动中，烤岗巴羊腿、藏荨麻粥、扎西德

勒（秘制人参果）、生牛肉配糌粑等藏地

特色美食逐一登场，令网友直呼“过

瘾”，纷纷弹幕刷屏表示：“隔着屏幕都

闻到了香味。”“看起来好好吃！”“不争

气的眼泪从嘴角流了出来。”……

“能通过央视平台，向国内外展

示西藏美馔佳酿，是件十分荣幸的事

情。”后厨内，看到大家对西藏美食的

关注和喜爱，负责烹制本场直播美食

的主厨晋美旺久既开心又感动。

“除了直播推荐的菜品，日喀则的

美食还有很多。”晋美旺久告诉记者，

过去，受食材等条件限制，菜品相对单

一。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

别是现在各县都有自己特色的农牧产

品，藏式菜肴愈发多样。

（下转第三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本报拉萨 10 月 20 日讯（记者 玉

珍 通讯员 拉珍）据拉萨海关统计，今

年前三季度西藏外贸进出口总值 84.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2% 。 其 中 ，出 口

74.55 亿元，同比增长 4.2%；进口 9.81 亿

元，同比增长 96.3%。

我区主要贸易伙伴更加巩固。前

三季度，尼泊尔依然保持西藏第一大

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地位，双边

贸 易 值 29.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0.9% 。

同期，西藏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

出口 46.88 亿元，对 RCEP 其他成员国

进出口 17.59亿元。

民营企业占据经营主体地位。前

三季度，我区民营企业进出口 83.1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4% ，占 外 贸 总 值 的

98.6%。同期，国有企业进出口 0.81 亿

元，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0.07亿元。

边 境 贸 易 进 出 口 保 持 两 位 数 增

长。前三季度，我区一般贸易进出口

55.26 亿元，占外贸总值的 65.5%。边境

小额贸易进出口 26.15 亿元，同比增长

48.1%；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 0.34 亿元，

同比增长 32.3%。

出口增长基础稳定，进口稳中有

升。前三季度，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35.13 亿元，同比增长 6.1%，占出口总值

的 47.1%。其中，纺织服装、玩具、塑料

制品等商品均呈现增长态势。进口能

源、铜矿砂、锌矿砂等大宗商品规模稳

步 扩 大 ，共 进 口 6.4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8%，占进口总值的 65.6%。

今年前三季度西藏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0.2%

本报拉萨 10 月 20 日讯（记者 李

梅英）日前，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投资 6000 余万元的西藏草原生态修复

治理试验示范项目进展顺利，取得了

示范区饲草亩均增产鲜草近 300 斤的

显著成效。

据介绍，西藏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试验示范项目为期 2 年，该项目由自治

区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区农牧科学院

草业科学研究所牵头，联合青海大学

等 单 位 ，引 进 黑 土 滩 治 理 技 术 ，在 拉

萨、那曲、阿里等 3 地（市）6 县（区）开

展，2023 年至 2024 年间完成草原生态

保护和修复治理试验示范面积 31 万

亩，植被覆盖度达 60%。

那曲市色尼区那么切乡示范区岗

拉村党支部书记洛扎说：“去年，草原

生态修复治理试验示范项目在我村退

化草原上免耕补播了 1 万亩草，这两年

我们村的草长高了，冬天风沙小了，牛

羊也不愁吃的了。希望今后能在我们

村再多种些草，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我区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试验示范项目取得新成效
示范区饲草亩均增产鲜草近300斤

林芝市巴宜区百巴镇增巴村“小苹果”向“大产业”蝶变—

硕 果 满 枝 头 飘 香 振 兴 路
本报记者 谢筱纯 王珊

金秋时节，硕果盈枝。林芝市巴宜

区百巴镇增巴村的苹果种植基地里，红

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沁

人心脾的果香。

一 片 丰 收 之 景 让 人 欣 喜 。 然 而 ，

2021 年前，增巴村还没有像样的村集体

经 济 产 业 。 为 了 解 决 产 业 发 展 难 题 ，

2021 年，百巴镇引进烟台大山果业开发

有限公司，成立西藏上诚健康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在增巴村打造占地 200 亩的

苹果种植基地。

苹果种植“三年挂果、五年盛产”，

但在增巴村的苹果种植基地，经过客土

改良、科学选育、现代标准化种植，2022

年 7月栽种的苹果树，仅用 1年就成功挂

果，苹果还远销海外，不仅绿了一片地，

还富了一方百姓。

这里的苹果有“国际范儿”

今年 4 月 10 日，满载增巴村 23.38 吨

苹果的货车，从林芝市经开区驶出，通

过吉隆口岸销往尼泊尔，标志着西藏本

地水果首次实现出口。

最新一批要出口的苹果即将迎来

采收，林芝海关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基

地。“我们要对出口的苹果负责。所以

从种苗，到日常管理，再到最后的成熟

果实，不断优化全链条监管服务。今天

是来进行实蝇监测和采样检测。”林芝

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陈豪说。

走出国门的苹果，还吸引了不少前

来参观学习的人群和积极对外推广的

团队。

“ 林 芝 市 是 我 们 广 东 省 对 口 援 藏

的 地 方 ，高 原 苹 果 也 是 我 们 援 藏 工 作

队一直在推荐的品类。这里的苹果香

甜可口，水分又足，品质很高。我们已

经在基地预订了 20 万斤左右的苹果。”

林芝深工惠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子

洛说。

西藏上诚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林传清向记者介绍说：“通过政

府给我们搭建的渠道，除了继续拓展尼

泊尔的市场，我们还在新加坡、越南、泰

国和印度尼西亚接到订单。”

基地的苹果供不应求，增巴村村委

会主任白玛次仁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

“以前自家种苹果收益不高。现在有了

基地，我们的苹果都卖到尼泊尔去了，跟

别人说起来特有面子。”他笑着说。

这里的苹果有“现代感”

来自增巴村的每一颗苹果的“国际

范儿”，都源于其“现代感”的生长环境。

风太大，树可能长歪减产；下冰雹，

果实会被砸伤；日头大，上色不匀卖相

差 …… 苹 果 树 的 生 长 、结 果 与 种 植 环

境、气象条件、土壤情况、病虫害发生以

及栽培管理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

基地里，矮砧宽行密植的苹果树被

划分成了一个个“小区”。一种以高密

度聚乙烯为主料的防护网被架设在“小

区”的支架支撑系统顶部及四周。

“这是多功能网室，能有效抵抗大

风，冰雹降落时不会直接砸到果树和果

子上，直射光透过防护网变成散射光，

减少日灼，能隔绝鸟虫，还减少了传统

种植过程中套袋、脱袋的人工和时间等

成本。”增巴村苹果种植基地技术员刘

传海说。

宽行密植有利于机械化、水肥一体

化灌溉有利于节水节肥……就连果树

间的“杂草”，也是有讲究的。

（下转第三版）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