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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记者 朱

超）11 月 7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马来西

亚总理安瓦尔。

习近平指出，中马两国不仅是隔海

相 望 的 好 邻 居 ，也 是 志 同 道 合 的 好 朋

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去年 3 月，你就

任总理后首次访华，我们就共建中马命

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一年多来，双

方保持各层级密切交往互动，高质量推

进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好处。当前，中马两国都处在

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关键时期，双方应

以庆祝中马建交 50 周年暨“中马友好

年”为契机，携手推动中马命运共同体

建 设 走 深 走 实 ，助 力 实 现 各 自 发 展 目

标 ，为 地 区 繁 荣 稳 定 作 出 新 的 更 大

贡献。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发展高水平战

略伙伴关系，继续保持高层密切交往，

加 强 治 国 理 政 经 验 交 流 ，增 进 政 治 互

信 ，坚 定 支 持 彼 此 核 心 利 益 和 重 大 关

切。中方支持马方坚持战略自主，选择

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加

强 发 展 战 略 对 接 ，深 化 全 方 位 互 利 合

作，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共同实施好“两国双园”等旗舰项目，打

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合作

新 增 长 点 ，探 讨 建 立 减 贫 交 流 合 作 机

制。欢迎马方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平台，把更多马来西亚优质特色产品

推向中国。中方愿同马方深化高等教

育、文化、旅游、青年、地方等交流合作，

拉紧中马友好民心纽带。倡导文明多

元共生、和谐包容，践行以和平、合作、

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推动

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互学互鉴中

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作为亚洲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重要代表，中马双

方要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配

合，坚定相互支持，共同反对保护主义，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倡导平

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

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

利益。中方支持马来西亚明年担任东

盟轮值主席国工作，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和 战 略 自 主 ，维 护 好 地 区 发 展 合 作

主流。

安瓦尔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倡导不同

文明包容互鉴，并就引领推动“金砖+”

合作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建议，体现了

对人类文明进步和人民利益福祉的深

厚情怀和智慧担当，代表了全球南方的

共同愿望和心声。马方对习近平主席

的远见和倡议表示赞赏和支持。马来

西亚政府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同中国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信息技术、数

字经济、能源等合作。马方钦佩中方在

减贫领域取得的令人赞叹的成就，期待

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马中在

许多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理念相同、立

场相近，马方坚持战略自主，愿同中方

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发

展繁荣。

王毅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11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

世。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

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中希共同举办首

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中

希两国和世界各国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

习近平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

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

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

决 人 类 共 同 面 临 的 各 种 挑 战 ，共 同 推 动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进

步。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

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古典文

明与现代世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

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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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1 月 7 日讯（记 者 唐

启胜 冯骥）7 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 政 府 党 组 书 记 嘎 玛 泽 登 在 拉 萨 调

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省 部 级 主 要 领 导 干 部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专 题

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为 动 力 ，聚 焦

“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大力弘

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作风，

奋 力 推 动 雪 域 高 原 长 治 久 安 和 高 质

量发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陈永奇、任维、徐志涛一同调研。

鲁固社区是八廓古城的一个多民

族聚居社区，前不久刚获得“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下转第三版）

本报拉萨 11月 7日讯（记者 李梅

英）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陈永奇主持召开政府专题

会议，研究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实施

意见和光伏治沙试点事宜，安排部署

下步工作。自治区副主席郎福宽、韦

秀长、徐志涛、旦巴、次仁平措、张利出

席会议。

陈永奇指出，建立健全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是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项重要举

措，是推动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

的重要抓手。 （下转第三版）

嘎玛泽登在拉萨调研时强调

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作风
奋力推动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陈永奇一同调研

陈永奇在自治区政府专题会上强调

坚持绿色发展 强化考核监督

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创

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

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指出“要坚

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

引的方向前进”。

连日来，全区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

群众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 神 ，学 习 自 治 区 党 委 常 委 会 会 议 精

神，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改革信心，坚

持守正创新，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凝心

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西藏篇章。

改 革 有 破 有 立 ，得 其 法 则 事 半 功

倍 。 今 年 以 来 ，那 曲 市 持 续 优 化 营 商

环境，深化落实“放管服”改革，大力实

施 经 营 主 体 提 质 增 量 工 程 ，经 营 主 体

创 业 创 新 活 力 迸 发 ，促 进 经 营 主 体 增

量提质。那曲市商务局局长葛晓东表

示 ，通 过 持 续 推 动 改 革 赋 能 、服 务 赋

能 ，那 曲 市 在 商 业 体 系 建 设 方 面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效 。 下 一 步 ，将 扎 实 推 进 改

革措施落地落实工作，聚焦项目建设、

供 销 服 务 、成 本 降 低 、产 业 升 级 等 方

面，助力“三农”快速发展、提升物流配

送时效、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不断夯实

经济增长基础。

那 曲 市 色 尼 区 深 入 实 施“ 三 牧 联

动”助力乡村振兴。“三牧联动”通过政

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促进了牧区资源的

优 化 配 置 ，提 高 了 牧 业 生 产 效 率 和 质

量，牧业、牧区、牧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更

加紧密，有力促进了牧民收入增加和生

活水平提升。那曲市色尼区委书记李

东 表 示 ，将 以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改 革 为 依

托，以“三牧联动”为抓手，紧盯“大牧

场、小城镇、促合作、调结构、强带动、惠

民生”任务目标，科学整合牧业生态、生

产、生活要素，通过牧畜、牧场、牧民“三

大要素”入股，不断推动合作组织做大、

做强、做规范，实现促发展、优生态、惠

民生的多赢目标。

（下转第三版）

坚持守正创新 推进改革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周红雁 赵书彬 张宇 彭琦 谢筱纯

行至昌都市八宿县然乌镇，318 国

道穿镇而过。一拨又一拨的旅客来到

这里，其中“网红店”圣地燃木齐藏餐厅

是打卡点之一。

8 月 下 旬 ，我 们 报 道 组 来 到 这 里 。

与屋外喧闹境况不同，餐厅里有点不一

样：多间玻璃窗被各种打卡语、留言板、

车队标志贴得满满当当，墙壁上、立柱

上，密密麻麻写满游客的留言。

餐厅老板是 86 岁的向光明，大家更

习惯叫他伟色大叔。藏语“伟色”即光

明的意思。伟色大叔原是四川甘孜德

格人，在西藏工作多年，曾加入十八军，

参与修筑川藏公路。1986 年退休后，便

一直留在八宿县，他穿梭在各个餐桌，

受客人邀请，为大家讲述有关川藏公路

的故事。

“70 年前，条件十分艰苦，战士们冬

天双手冻疮开裂，修路打石头的锤子、

钢钎上都是血。”

“没有压路机，就用大原木包上铁

皮，几个人抬起来打夯。”

“川藏公路第一批养路工就有我的

父亲。”……

伟色大叔的故事皆围绕川藏公路

展开——上世纪 50 年代修路养路、60 年

代建设延伸线，再到 318 国道拓宽、硬

化，70多年的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伟色大叔的讲述声情并茂，感染

力极强，客人们时常被感动到落泪。”司

机老潘常年在国道 318 线往来，在然乌

镇歇脚、吃饭，一来二去，和伟色大叔成

了老熟人。在老潘看来，伟色大叔和他

的餐厅，是川藏公路历史的鲜活印记。

（下转第三版）

然乌镇上的“网红店”：

听，川藏公路的故事一直在讲述
西藏日报四川日报川藏线联合报道组

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11 月 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电玛雅·桑杜，祝贺她当选连任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摩尔多瓦是传统友好伙伴。近年

来，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顺利推

进。我高度重视中摩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女士一道努力，引

领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11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电唐纳德·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

习 近 平 指 出 ，历 史 昭 示 我 们 ，中 美 合 则 两 利 、斗 则 俱

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

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

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

世界。

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致电詹姆斯·万斯，祝贺他当选美

国副总统。

习近平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习近平致电祝贺桑杜当选连任摩尔多瓦总统

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步前行，都蕴

含着改革的磅礴伟力。

深秋的荆楚大地，一派丰收景象。

11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南下湖北，走

进这块风起云涌的改革沃土，思考部署

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这是一个敢闯敢试的地方，这是一

个奋发进取的时代。孝感、咸宁、武汉，

博物馆、村庄田畴、创新平台。一域观

全局。由湖北之行洞见改革开放的万

千气象，思索中华民族的阔步向前。

18.59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千万荆

楚儿女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中奋勇前进。向总书记汇报时，他们言

语之间满是干劲。

走过岁月沧桑愈加豪情万丈。“这

里经得住疾风骤雨，未来更是一片光

明。”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期待，“既勇于

开拓创新又持之以恒抓好落实，既敢拼

敢闯又善于团结协作，努力创造经得起

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望向历史深处：
“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历

史学习”

如绵延壮阔的长河，中华文明历经

数千年流淌而未曾中断。

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孝感

市 云 梦 县 博 物 馆 参 观 出 土 秦 汉 简 牍

展。从刀笔留痕处，打开历史的画卷。

金戈铁马融入岁月长歌。“板着面

孔”的律令，带着温度的家书，政务治理

的得失……习近平总书记慢步细看。

睡虎地，一个名为喜的古人，禄秩

不过斗食，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地将律

条记于竹简。“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

及雍隄水泉。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

生荔、麛卵鷇……”

简之长者，可以书史；牍之短者，可

以书启。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

徭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

秦律十八种生动佐证，早在 2200 多年

前，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就已成体系。习

近平总书记且行且思，“中华文明里能看

到历史的深厚积淀”。

知所何来，方明所往。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

其博大。

展厅内，有家国事，也有烟火情。

秦兵“黑夫”和“惊”的家书，习近平总书

记逐字逐句读了下来。“二月辛巳，黑

夫、惊敢再拜问衷，母毋恙也？”故土离

愁、孝悌情深，穿越岁月长河依旧热烈

如 初 。“ 家 书 怎 样 邮 寄 ？ 军 功 如 何 行

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文以载道。《尚书》有言：“惟殷先

人，有册有典”。由殷商至魏晋，简牍

是中华先民常用的书写载体。中华文

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

而经久不衰，千古文脉一华章。总书

记说：“古代简牍非常珍贵，是我们国

家信史的重要实物佐证，要善加保护，

做好研究”。

回望，望向历史深处，望向传世瑰

宝，更深刻洞察“第二个结合”，更深刻

感悟“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中国式现

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

文明浸润于泱泱大国的筋骨血脉，

融铸于漫漫征途的坚实步履。习近平

总书记目光长远：“要更好地向中华民

族的伟大历史学习”，“让中华文明瑰宝

永续留存、泽惠后人，激励人们不断增

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望向广袤田野：
“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

有可为”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湖广熟，天下足。”稻作文明悠久

的湖北，是扛起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

保供重担的农业大省。5 日上午，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江汉平原上的咸宁市嘉

鱼县：“又是一个秋收秋种的季节，来看

看这里的农村，看看这里的庄稼。”

（下转第二版）

“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禹伟良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