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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力量护航全省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吉 林 省 慈 善 条 例》正 式 施 行

让教书育人成为最美的“化学反应”
——记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教师张婕

导 读

本版编辑 王立新 王大阔

习 近 平 分 别 会 见 博 茨 瓦 纳 总 统
纳 米 比 亚 总 统 加 纳 总 统
卢 旺 达 总 统 几 内 亚 比 绍 总 统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联合国秘书长

（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杨依军 孙奕）
9月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

旨讲话（讲话全文见第二版）。习近平宣布，中国

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

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

非命运共同体，将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

伙伴行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初秋北京，高远澄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

两侧，鲜艳的五星红旗同53个非洲国家和非洲

联盟旗帜迎风飘扬。

习近平同出席峰会的51位非洲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以及2位总统代表，非盟委员会主席和

联合国秘书长集体合影。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乐曲和热烈掌声中，习

近平同外方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

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出

席峰会的外方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指出，在这收获的季节，很高兴同各

位新老朋友相聚北京，共商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

大计。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跨越山海、薪火相

传。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

来，中国同非洲兄弟姐妹们本着真实亲诚理念，

在世界百年变局中肩并肩、手拉手，坚定捍卫彼

此正当权益；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强筋骨、壮体

魄，累累硕果惠及中非亿万百姓；在大灾大疫面

前同甘苦、共拼搏，书写了一个个中非友好的感

人故事；始终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树立了新型国

际关系的典范。经过近70年辛勤耕耘，中非关

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中方提议将

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

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

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

夺的权利。中国正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非洲也正朝着

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

进。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的

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

章。

习近平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六个现代

化”。

——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推进

国家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

要符合本国实际。中方愿同非方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

道路，确保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互利

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

中方愿同非方深化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贸易投

资等领域合作，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

杆，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

——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中方

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

合作，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

——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实现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

追求。中方愿同非方密切人文交流，倡导不同文

明相互尊重、包容共存，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倡议

结出更多硕果。

——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绿色

发展是新时代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方愿帮助

非方打造“绿色增长引擎”，缩小能源可及性差

距，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全

球绿色低碳转型。

——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现代

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方愿帮助非

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推动全球安全

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安全良性互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

分之一，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

化。未来3年，中方愿同非方携手推进现代化十

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

化。

第一，文明互鉴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打

造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设立中非发展知识网

络和25个中非研究中心，邀请1000名非洲政党

人士来华交流。

第二，贸易繁荣伙伴行动。中方愿主动单方

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

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非洲

大机遇。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9月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9 月 5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是开幕式前，习近平同出席峰会的外方领导人
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就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多年来，我省上下一心、由点及面，形成

了党政推动、科技研发、农技推广、农民实施的

黑土地保护“吉林方案”，真正把黑土地保护的

论文写在了白山松水大地上，为全省粮食产量

向千亿斤目标迈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守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给大地盖了一层被”的“梨树模式”，正

是黑土地保护“吉林方案”的缩影。

为了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

的大熊猫”，十多年来，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站长王贵满与相关专家一同潜心研究，

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黑土地保护“梨树模

式”，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样板。

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最先

实行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合作社之一，也是

最早尝到“梨树模式”甜头的合作社。2015

年，合作社理事长卢伟开始开展黑土地保护

性耕作。

“我们现在主要使用秸秆还田这种最简便

易行的方法，在土壤表面覆盖秸秆，既解决了

秸秆焚烧的环境污染问题，又能够防止水土流

失，保证土壤的湿度和温度，达到保土、保水、

养地的目的，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卢伟说。

近年来，“梨树模式”在原有4种保护性

耕作模式基础上，结合“秸秆变肉”工程，融入

秸秆科学离田和粪肥堆沤还田模式，打造了

更加节本增效的“4+2梨树模式”。

如今，梨树县保护性耕作面积由2020年

的100多万亩，发展到现在的325万亩，实现

适宜推广地块全覆盖。

保护黑土地使命在肩，吉林击鼓催征。近

年来，我省成立了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组建了以中国科学院院士领衔的省黑土地保

护专家委员会，出台了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

实施意见，制定了加强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等10

个方面38条具体措施，建设了3个万亩级、30

个千亩级示范基地和一批示范点，切实把保护

黑土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根本之策。

为实现黑土地保护提档升级，今年，我

省突出培肥地力，将资金投入占比由5%提

高到20%以上，着力加强黑土地保护力度，

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科技创新攻关、

肥沃耕层构建、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黑土地

保护措施，年度实施保护性耕作3800万亩，

稳居全国首位。

打造“梨树模式”升级版

在农安县陈家店村黑土地保护利用示范

区，远远望去，黑土地连片平整，粉碎的秸秆

残渣零星地覆盖在土地上，踩上去格外松软。

2021年，“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启动后，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团队

成员来到陈家店村，在这片黑土地保护利用

核心示范区，运用“深翻或碎混+增施有机肥”

等综合技术，探索改善黑土地质量，解决黑土

变“瘦”、变“薄”、变“硬”等问题。

针对黑土地侵蚀加剧、有机质和养分元素

衰退、结构改变和蓄水能力下降，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探索试验秸秆覆

盖还田宽窄行苗肥提苗深松技术、秸秆覆盖宽

窄行条耕技术、秸秆覆盖免耕+带耕技术、秸秆

覆盖—深翻交替还田耕作技术、秸秆覆混还田

耕作技术5种模式。“这5种模式是农民比较认

可的、有实践价值的、能够推行的模式，各有各

的优势，我们的任务就是区分不同模式的优劣

和适用范围。”团队成员黄丹丹说。

走进榆树市八号镇大岗村田间地头，依

稀可见粉碎后的秸秆。10年来，晨辉种植专

业合作社尝试应用秸秆还田、条带耕作等多

种黑土地保护措施，保护效果越发明显。

“现在地里的蚯蚓都多了，化肥用量减少

了，但玉米仍然能稳产增产，抗灾能力也增强

了。”合作社负责人刘臣说，合作社去年耕种

的6000亩玉米，全部实行保护性耕作。

突出试点示范引领，集成推广先进技

术。长春市从自然资源与农业发展现状出

发，按照利用与保护兼顾、区域与整体统筹的

原则，将黑土地保护分为提质增肥区、半干旱

改良区、水土保持区三大区域。（下转第三版）

沃 野 良 田 孕 生 机
——我省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纪实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本报讯（记者张敬源）20万吨非转基因大豆全产业链加

工项目是今年敦化市新开工的产业类项目之一。日前，记者

来到施工现场，这里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挖掘机等大型工程

机械正进行土木建设。

据了解，20万吨非转基因大豆全产业链加工项目，由吉

林民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

米，总投资7.2亿元。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总投资2.2亿元，

建设年加工20万吨非转基因高端大豆蛋白粕生产线一条，包

括大豆筒仓群、预处理车间、浸出车间、包装车间、精炼车间、

蛋白粉车间及研发中心；建设年加工3万吨非转基因大豆低

温冷榨豆饼粉生产线一条，为高端休闲品及生物医药领域提

供高端氮源产品。投产达效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6亿元，

上缴税金3000万元。同时建立大豆种植基地100万亩，带动

农民增收户均3000元。

项目二期计划总投资5亿元，预计2025年开始建设，主要

建设年产5万吨高端大豆功能性浓缩蛋白生产线2条、年产2

万吨高端大豆拉丝蛋白生产线1条。投产达效后，预计可实

现年产值8亿元，上缴税金1亿元。

敦化 20 万吨非转基因大豆
全产业链加工项目有序推进

一河碧水清波起，两岸美景画中来。

秋色烂漫，文旅赋能，市民岂能错过这般

景致。新开放的那兔乐园、动植物园以及沿

河景观带纷纷成了热门“打卡地”，快门频闪、

手机拍摄，广发朋友圈……

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加快推进文旅事业

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文塑城、以体活城、以旅

兴城，托举起民生之盼、民生之乐、民生之福，

是辽源市的务实之笔。

近年来，辽源市以绿色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底色，将生态环保与民生改善融为一

体，使得这座转型发展之城，愈发幸福感

满满。

“这两年城市环境变化太大了。作为土

生土长的辽源人，见证了家门口仙人河治理

成效，感受到党和政府打心眼里为老百姓着

想。现在我们每天晨练、遛弯都有了好去

处。”市民周洪艳感叹道。

漫步在仙人河两岸的景观带，河道中有

工作人员手持捞网，专注于河道清理。这是

西安区东山街道开展的日常巡河。每天，他

们都会对河道进行细致检查、巡查和清理，

确保市民和游客乐享整洁、优美的沿河风

景。

为了守护好“母亲河”，辽源市通过源头

治理、重点攻关、综合施策，全市水质稳定巩

固、稳步改善、稳中有升。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辽源市实施多项整治行动。将原本埋

在河底的老旧管线全部改迁至岸上。过去

的污水处理能力不足，中核辽源污水处理

厂应势建成，拥有每日16万吨的污水处理

能力。

一河水，承载着辽源市治水的决心；一滴

水，折射出生态环境的变化。曾经6.6公里

黑臭的仙人河、7.1公里的东辽河沿岸，通过

改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十个游园，百

余处景观，40公顷绿化面积，不胜枚举的滨

河栈道、观景台、露营点、休憩场地、小型广

场，“妆点”出今日之大美。

流水淙淙，悠悠碧波，青青堤岸。如今的

东辽河，目光所及皆是美景。

在东辽河景观带上，早晚散步的市民们

结伴而行，不时拍照停留，岸边垂钓者则挥竿

抛线，好不惬意。 （下转第二版）

辽源：绿色发展绘出民生幸福底色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庞智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