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2 日至 13 日，我省
迎来罕见的春雪。春花与
粉雪相映生辉，演绎着独属
于北国的浪漫奇景。图为
长春市“花雪同框”定格瞬
间。 本报记者 宋锴 摄

粉雪映春花 最美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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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4月13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互致贺电，

庆祝中印尼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

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建交 75年来，双方

风雨同舟、精诚协作，两国关系长足发展，中印

尼友好深入人心。去年，我同总统先生两次会

晤，一致同意坚定支持彼此国家发展愿景，携

手走好各自现代化道路，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

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引领双边关系再

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中印尼同为发展中大国和“全

球南方”重要力量，双方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和全

球影响。我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总统

先生一道努力，以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加强多边战略协

调，不断丰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打

造发展中大国精诚团结的典范、共同发展的样

板、南南合作的先锋，共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

普拉博沃在贺电中表示，值此中印尼建交75

周年之际，我谨代表印尼政府和印尼人民，向习

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祝贺。印尼同中

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伙伴关系强劲富有活

力。双方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五大支

柱”合作持续快速推进。我衷心希望继续深化两

国合作，拉紧两国人民友好纽带，为世界和平稳

定作出积极贡献。

就中印尼建交75周年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互致贺电

4月的越南首都河内，春意正浓。走进

象征两国友好的越中友谊宫，一株新栽种的

树正蓬勃生长，树前石碑上写着“越中人文交

流树，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种植于2025年3

月20日”。

2017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访问越南，抵达河内当天就出席了

越中友谊宫落成移交仪式暨河内中国文化中

心揭牌仪式。

“中越关系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2023年12月访问越南前夕，习

近平主席在越南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这样

写道。

在习近平主席的关心和推动下，中越两

国的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不断为两国友好注

入蓬勃动力。

一场难忘的会见

2023年12月13日，位于河内的国家会

议中心，在鲜花、笑脸、掌声、欢呼声中，习近

平总书记和夫人彭丽媛同时任越共中央总书

记阮富仲夫妇共同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

人士代表。

“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见。我印象最深的

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越友好的根基在人

民’。”越南著名将领洪水的外孙女、越通社

《越南画报》副总编何氏祥秋回忆说，“建交

75年来，越中友好合作关系获得良好发展，

充分印证这一深刻论断。”

“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习近平主席

多次引用越南老一辈领导人胡志明的诗句，

阐释中越传统友谊的弥足珍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这深深

激励着我。”另一位亲历者、越中友协副主席

阮荣光说。阮荣光研究中国问题和越中关系

近50年，参与翻译和编校了10余部关于中国

的书籍，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越

南文版。他说，他愿继续做好“越中友好故事

的讲述者”。

“从‘两国将军’洪水到中国传统经典名

著在越南家喻户晓，习近平总书记在现场娓

娓道来一个个越中友好故事，让我特别感

动。”越南国家歌舞剧院常任指挥童光荣也参

加了2023年12月的会见活动。

“我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访问

越南期间观看演出后，同参加演出的我们一

一握手，亲切地同我们这些常去中国演出的

人交流，还鼓励我要继续‘加油’，让我倍感温

暖。”童光荣对记者说。童光荣和中国作曲家

莫双双是一对“跨国伉俪”，两人联手创立了

新活力民族乐团，以越南传统竹乐融合中国

音乐元素。他说，将把“这份温暖”注入未来

的越中人文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在越南抗

美救国斗争中，广西桂林南溪山医院救助了

5000多名受伤的越南战士。“我听到这里，热

泪盈眶，自豪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南溪山医

院医生邓恋当时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在现场聆

听讲话。

如今，在南溪山医院的院史陈列馆里，一

幅浮雕生动展现了那段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的

历史。多年来，南溪山医院已成为见证和传

承中越友谊的纽带。“我要铭记这段珍贵历

史，担当起时代责任，做好中越‘同志加兄弟’

友谊的传承者。”邓恋说。

一次温暖的相聚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会见中越两国青

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还特别提到在越南

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的一段中越友谊佳

话——“育才学校为越南培养了1万多名学

生”。

曾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阮善仁正

是万名学子中的一员。67年前，他就读于广

西桂林育才学校。3月20日，年近八旬的阮善

仁在河内参加了越方专门组织的一次特别聚

会——亲历中越关系发展的中越各时期留

学生、大学生约800人，当天在越中友谊宫

相聚。

会场内，白发如霜的代表们相拥合影，共

忆往昔。“记得我刚去中国的时候，我们国家

处境非常困难，而中国为越南学生提供了非

常好的条件。”阮善仁动情回忆。会场外，青

春洋溢的越南学生用中文高呼：“越中情谊

深，同志加兄弟！”中越友谊新的精彩瞬间，在

此定格。

中越友好的未来在青年。一代又一代青

年心手相连、互学互鉴，为两国友谊注入持久

活力。

在3月20日的聚会上，苏林在现场致辞

说，两国青年正积极发挥“青年文化使者”的作

用，成为连接两国友谊的桥梁。（下转第三版）

“中越友好的根基在人民”
——习近平主席引领推动中越传统友谊恒久常新

新华社记者 乔继红 胡佳丽 李勍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
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要以发
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

◇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
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
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
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
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要
积极发展生态养殖，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

食品细加工，做足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
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

◇吉林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
向，启动“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实施“秸秆变
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和“千亿斤粮食”
产能建设工程，出台关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业
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提高农业全产业
链增值收益，巩固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

容。近年，国内极端天气、灾害频发，国际粮
食安全形势面临诸多挑战。为确保产得出、
供得足，吉林统筹政策、资金各类资源，从壮
大粮食经营主体、加强耕地保护、实施粮食产
后节约减损行动等多方面发力，当好国家粮
食稳产保供“压舱石”。

◇科技的力量正深度重塑粮食生产的每
一个环节。吉林发力良田、良机、良种、良法
和智慧农业，助力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
好的粮食。

◇吉林瞄准“粮头食尾”、“畜头肉尾”、

“农头工尾”，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
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通过农产品精深加工和
食品细加工，在更高水平上扛稳国家粮食安
全重任。

白山松水，沃野千里。广袤黑土，粮仓重

地。

吉林，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黄金水稻

带”，用全国4%的耕地，产出6%的粮食。这里

的粮食商品率超过90%，全国每10斤商品粮，

就有1斤产自吉林。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

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

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

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用最好

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要以发展

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 （下转第八版）

瞭望·治国理政纪事聚焦吉林：

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翟伟 宗巍 薛钦峰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亲自谋划确定学习教育主题，多次
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全党开展
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全省上下要不折不
扣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发挥“关键少数”示
范作用，坚持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教，以上
率下推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让新风正气持续充盈吉林大
地。

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
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12 年来，全党上下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好，提振了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精气神，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极大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取得的

成就有目共睹，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产生
的影响广泛深远，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标志
性成果。党中央部署开展此次学习教育，再
次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的鲜明信号，彰显了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
纵深的坚定决心。当前，吉林正处于全面振
兴取得新突破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准确领会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核心要义、实践要
求，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笃行致远上见
实效。

要在用心领悟上下足功夫，筑牢作风建
设思想根基。作风之变，首在思想突围；思想
突围，关键在把学习牢牢抓在手上。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党的作风
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开展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
循。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核心要义与深远意义，
坚持原原本本学、反反复复悟，通过个人自
学、集中学习、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从原文
原理中把握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实质，体悟
正风肃纪反腐的内在机理，从思想深处深刻
认识到中央八项规定是管长远的铁规矩、硬
杠杠。要把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深入学
习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
培元，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强作
风，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 （下转第二版）

用 心 领 悟 用 力 实 践
——论认真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本报评论员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导 读

让 青 春 之 花 在 边 疆 沃 土 绚 丽 绽 放
大学生留延就业创业座谈会在延边大学举行

首 年 破 题 首 年 显 效 首 年 翻 番
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深化改革服务全省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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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河内4月 14日电 4

月14日，在赴河内对越南进行国

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发

表题为《志同道合携手前行 继往

开来续写新篇》的署名文章。文

章全文如下：

志同道合携手前行
继往开来续写新篇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暮春时节，生机盎然。在中

越建交75周年之际，应越共中央

总书记苏林同志和越南国家主席

梁强同志邀请，我即将对越南进

行国事访问。这是我担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以来第四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

地，我期待同越南领导人畅叙友

谊、共商合作，擘画新时代中越命

运共同体建设新蓝图。

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友好

邻邦，拥有共同理想信念和广泛

战略利益。在探索符合各自国情

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各自现代

化进程中，两党两国人民早年结

下的深厚友谊不断升华。构建具

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符

合两国共同利益，有利于地区乃

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是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越命运共同体传承于鲜明

的红色基因。两国革命先驱携手

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为世界取得

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斗争的

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广州

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广西靖

西“越盟”办事处等革命旧址是中

越革命友谊的历史见证。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时期，胡志明主席先

后在延安、桂林、重庆、昆明等地

参与和支持中国抗战。中国派出

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支持越

南人民抗法斗争，中国党、政府和

人民全力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正义

事业。“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

弟”，成为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中越命运共同体发轫于深厚

的政治互信。近年来，我同阮富

仲总书记、苏林总书记等越南领

导人多轮互访，为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定向把舵。两党两国

高层密切互动，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两党理论研讨会、

边境国防友好交流、两国公安部合作打击犯罪会议等机制有

效运转，两国立法机构联委会等高级别机制建立，两国外交、

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成功举行。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中越两国立场相近、协作密切。

中越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丰厚的合作沃土。在世界经济复

苏乏力背景下，中越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趋紧密。中国连续

20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越双边贸易额突破

2600亿美元。榴莲、椰子等越来越多越南优质农产品走进中

国千家万户。两国铁路互联互通和智慧口岸建设有序推进，光

伏、垃圾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有力保障越南电力供应，中国企

业承建的河内轻轨2号线方便了市民日常出行。中越两国相

互成就、共同发展，生动诠释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意蕴。

中越命运共同体推进于密切的人文交流。这些年，中越

人文交流步子越迈越大，两国民众越走越亲。2024年中国赴

越游客超过370万人次，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正

式运营、多条跨境自驾游线路开通，让“一日游两国”成为现

实。中国影视作品、电子游戏成为越南青年热议话题，带动越

南“中文热”持续升温。不少越南歌曲登上中国互联网热搜，

河粉等越南美食吸引不少中国民众品尝。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

国经济迎难而上，2024年实现5%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保持在30%左右，继续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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