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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23 日在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5 年年会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23日在京会见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斯一行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3月 23 日电 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共 同 制 作 的 十 四 集 大 型 专 题 节 目

《习近平经济思想系列讲读》，将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晚 19:45 档在总台财经频道

播出。这是首部系统阐释习近平经济

思想的电视专题片。

作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经济

思想的重点专题，节目聚焦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要

论述，深入解读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

念、鲜明政治导向、深远战略思维、强烈

历史担当、真挚人民情怀和科学思想方

法，系统梳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新时

代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全面展现习近平经济

思想的时代特征、理论价值和实践伟力。

节目创新演播室节目模式，特邀我国

经济领域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作为讲读嘉

宾，设置“时代之问”“思路讲习”“思想伟

力”“学思践悟”四个版块，结合 100 多个

基层实践案例与 40多位案例观察员的解

读，生动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

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推动全社会更

加自觉地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解决问题、

开展工作，切实把所学所悟转化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和生动实践。

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新闻、央视

频、央视财经同步播出。

大型专题节目《习近平经济思想系列讲读》即将开播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

门”“千层汹浪滚，万叠峻波颠”……在黄

河 、长 江 、澜 沧 江 的 源 头 青 海 ，每 年 有

600 亿到 900 亿立方米优质淡水从青藏

高原的雪山冰川之间奔腾而下，滋润着

华夏大地。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三次赴青海考察，始终高度重视保护三

江源、保护“中华水塔”。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重中之重是把三江源这个“中华水

塔”守护好，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

涵养能力。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家代表

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

青海牢记嘱托，承担起“中华水塔”

守护人的重大责任，以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守护三江源。伴随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不断推进，

藏羚羊、雪豹等过去难得一见的野生动

物频繁现身，山清水秀、稳固丰盈的“中

华水塔”生机勃勃，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新画卷。

以 严 治 水 ，守 护 好
“中华水塔”

三江源，源起冰川，因水得名，从这

里向下游输送的清洁水分别占长江、黄

河、澜沧江水资源量的 2%、49%和 17%，

是亚洲乃至世界上孕育大江大河最集中

的地区之一。

“‘十四五’期间，长江保护法、黄河

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相继落地

施行，让江源保护亮出利剑。”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说。

3 月份，长江源依然春寒料峭，青藏

高原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可西里银

装素裹。一抹“藏青蓝”划过无人荒野，

可可西里巡山队正在进行每月一次的大

规模巡山。

“我们的巡护范围已逐步扩大到整

个长江源区。”青海省公安厅玉树藏族自

治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

局长阿旺旦巴说，“经过近 30 年的严格

保护，2009 年至今，可可西里再无盗猎

枪声。”

一包糌粑，一壶奶茶，一匹好马，长

江源头附近的牧民龙周坚措已经当了 8

年的河长：“村里 49 名河湖巡管员负责

周围 15 处河湖，每个月巡护两次。现在

河道里的垃圾不见了，5、6 条曾经断流

的小河居然又回来了。”

青海从省到村共有 5750 名五级河

湖长，覆盖了三江源、青海湖、黑河等全

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仅在 2024 年，河

湖长便累计巡护超过 11 万人次。

“如今的江源，所有的河湖都有了守

护者。”青海省水利厅副厅长王永祥说，

“青海还出台了水资源刚性约束、节约用

水等制度，确保‘中华水塔’丰盈。”

监测显示，近年来青海向下游输送

水量呈增长态势。2015 年至 2024 年，青

海平均出境水量达 722 亿立方米，较多

年平均出境水量增加了 21%；近 5 年，三

江源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面积净增加

309 平方公里，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 6%

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水质稳定保持在Ⅱ
类及以上。

过去一年，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的

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开展排污口

“查测溯治”，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和沿

黄河省（区）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

动，基本完成长江经济带乡镇级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定界立标……长江干

流连续 5 年、黄河干流连续 3 年全线水质

稳定保持在Ⅱ类。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水生态

伴随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家

住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热情村二

社的才仁尼玛，从牧民变成了生态管护

员 ，不 仅 每 个 月 有 了 1800 元 的 固 定 工

资，也有了更多观察家乡的机会。

“巡护中，我用镜头跟周围的山川湖

泊、野生动物‘对话’，当我们‘四目相对’

时，我感觉自己也是这山山水水的一部

分，而不仅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才仁

尼玛说。

如今，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域

的冰川、河湖和草场，像才仁尼玛这样的

生态管护员已经超过 1.7 万名。从过去

的草原使用者到现在的江源守护者，他

们拥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成为国家

公园名副其实的主人。

2021 年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正 式 设

立，面积从试点的 12.31 万平方公里扩大

到 19.07 万平方公里，实现了长江、黄河、

澜沧江源头的整体性保护。

同时，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

化管理保护原则，针对体制试点范围内

10 多个保护地人为分割、各自为政、条

块管理、互不融通的“旧疾”，国家公园进

行了功能重组、优化组合，完成了“一块

牌子管到底”的历史性变革。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准备工作

已经全面完成，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高

水平推进，青海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三个

国家公园在建省份，国家公园面积占全

省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 75%，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

公 园 为 补 充 的 自 然 保 护 地 体 系 初 步

形成。

曾经，长江源区盗猎猖獗，盗猎获得

的藏羚羊皮张通过青藏公路发往全国各

地，公路两边野生动物无踪无影；如今，

大批游客途经这条公路远眺江源风光，

路边的藏羚羊、藏野驴或飞奔而过，或徜

徉觅食，有时离公路仅十几米远。在藏

羚羊迁徙产仔季节，当地还会专门指挥

往来车辆为藏羚羊群过马路让道。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中，藏羚羊从“濒危”降为“近危”，

雪豹从“濒危”降为“易危”……以水为

邻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三江源国家公

园内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较 20 年前增

长了 2 到 3 倍。“生物多样性日趋丰富，

使得‘中华水塔’更加稳固。”青海大学

省部共建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赵新全说，青海建成

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

保护地指日可待。

在长江沿线，土著鱼类更多了，“江

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的美景在沿江省

市频频出现；在黄河两岸，万余只白天鹅

来山西平陆黄河湿地栖息越冬，消失近

30 年的黄河刀鱼重现黄河口……处处

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动人画面。

科技赋能夯实“中华
水塔”生态底色

青藏高原被誉为地球“第三极”，是

全球对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区域之

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青藏高原

暖湿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趋多，水旱

灾害风险更多、挑战更严峻。如何持续

守护好江源，保障下游水资源安全和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是青海生态文明建设

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地广人稀、

交通不便，加之技术手段有限，在三江源

乃至青海全省开展系统性环境监测一直

是个难题。2016 年，青海开始建设“生

态之窗”远程观测系统。通过高清摄像

头，千里之外的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点击

鼠标、切换画面，就能实现对境内重点生

态功能区的实时监测。

从最初的 6 个观测点位扩建到现在

的 76 个观测点位，“生态之窗”将“中华

水塔”的大美风光逐帧呈现，积累的珍贵

画面和相关数据，也被科研人员逐步应

用到江源气候、生态环境分析研究中。

位于三江源头的玉树州不仅组建了

由高空瞭望视频摄像机、实时传输专网

和统一管控平台组成的生态监测系统，

还实现了对重要河流、重点流域以及污

水处理厂排污口的实时监控和水体污染

事件的预警预报。科技力量的投入让玉

树州水生态持续向好，对水质要求极高

的欧亚水獭频频在市区河道出现。

2024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布卫星

“通导遥”（通信、导航、遥感）综合监管体

系技术规范、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地方标

准，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进行长期、连

续、系统的监测，一张筑牢生态安全的

“空天地”守护网在三江源徐徐展开。

科技知识也在悄然影响当地牧民的

生态理念。“现在道路通了，科技也发达

了，有很多专家来三江源科考。我也想

知道，家乡的水源地为什么变多了？远

处的冰川为什么会融化？”2016 年，玉树

州牧民巴洪加罗组建志愿者队伍，对长

江 上 游 通 天 河 支 流 聂 恰 曲 开 展 水 源

观测。

这支以长江源区古冰川遗址“索布

查叶”命名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目前有

140 多人，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他们

对索布查叶古冰川周围 767 处水源、125

个湖泊、70 个不冻泉进行了位置、水深

等多组数据的记录。“我在长江源长大，

保护和了解家乡的山水，既是责任，也是

义务。”巴洪加罗说。

从人力巡护到科技守护，“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的理念，在三江大地不断

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三江之水碧

波荡漾，养育着江源众生，也滋润着华夏

大地。

（新华社西宁 3月 23日电 记者江

毅、高敬、王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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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首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唐山港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 25号泊位获批对外开放。图为 3月 19日，多艘轮船

靠泊在这一港区集装箱码头装卸货。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3 月的南海之滨，微风轻拂。某军

港内，战舰卧波、威武雄壮，一场别开生

面的“新时代军地英模共话雷锋精神”活

动正在举行。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官兵

邀请驻地道德模范、劳动模范、退役军人

代表走进军港，一起重温雷锋故事。

走进“雷锋人生哲学教育室”，一座

雷锋雕像格外醒目。教育室里不仅陈列

着有关雷锋的文稿、手记等珍贵资料，手

记中还记录了该支队官兵 30 多年来“学

雷锋、当雷锋”的感人故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支队坚

持开展雷锋人生哲学教育，让雷锋精神

融入官兵血脉。”讲解员于泓迪介绍，支

队不断强化官兵矢志强军、建功军营的

信念，“螺丝钉精神”“钉子精神”逐渐深

入人心，“大家自觉践行和发扬雷锋精

神，先后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亚丁湾

护航、海外撤侨等重大任务”。

“一代代海军官兵扎根海疆，为守护

祖国和平安宁贡献力量。”看着眼前泛黄

的官兵手记，湛江市“最美退役军人”、广

东海洋大学教师朱剑感慨道。活动间

隙，他找到该支队宣传干事，围绕组织学

生参观见学筹划具体事宜。

走出教育室，穿过军史长廊，沿着军

港一路前行，只见铁甲战舰整齐列阵，气

势磅礴。军地代表一同登上湛江舰，近

距离感受战舰的独特魅力和人民海军的

日益强大。

“这些年，我只干了一件事，就是修

机器。”湛江舰会议室里，“我心中的雷

锋”交流会火热进行，广东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湛江港维修工人黄志科率

先发言。从业 20 多年来，他扎根维修岗

位，凭着一股子钻劲、拼劲，从一名普通

工人逐步成长为行家里手，在平凡岗位

上创造出优异成绩。

交流现场，一级军士长李宝富上台讲

述自己转岗新型舰艇后的奋斗经历。作

为一名老兵，他亲眼见证新老两代湛江舰

接力奋斗、逐梦深蓝的历程。“岗位在变，

信念不变。我要像螺丝钉一样铆在战位，

守护好祖国的‘南大门’。”李宝富说。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

党……”活动接近尾声，歌声飞扬，旋律

铿锵，回荡在军港上空，也深深刻印在大

家心中。

军地英模共话雷锋精神
■黄升辉 杨 捷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战士杨文韬因英

勇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被河北省昌黎

县表彰为“昌黎县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2 月 6 日 9 时许，昌黎县马铁庄村一

蔬菜大棚突然起火。正在老家休假的杨

文韬闻声赶来，与村民一起灭火。

“火苗蹿得老高，热浪烤得脸生疼。”

村民李玉东回忆，当时棚顶稻草帘已被

点燃，如果不及时扑灭，很快会波及周边

数十个果蔬大棚。冲进火场的杨文韬没

有丝毫犹豫，顶着热浪爬上棚架，用刀割

断燃烧着的稻草帘，防止火势蔓延。

几分钟后，棚架发生松动，正在救

火 的 杨 文 韬 不 慎 跌 落 ，后 被 在 场 村 民

合力救出。

经送医诊断，杨文韬全身 67%的皮

肤被烧伤，其中三度烧伤达 40%。武警

特色医学中心烧伤专科副主任医师闫利

介绍：“刚送来时，伤员病情危急，经紧急

抢救才转危为安。3 月 11 日，我们为他

进行了第三次植皮手术。目前，创面愈

合情况良好。”

“这片着火区域大概有 50 个大棚，

杨文韬与村民们一起建立的隔离带有效

延缓了火势，为后续救援赢得了时间。”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爱国告诉记者。

烈火中的“逆行者”
■刘 源 本报记者 安普忠

（上接第一版）

一张张军事训练成绩单，记录着宁

蒋鑫的成长轨迹。

入伍后，宁蒋鑫通过层层严格选拔，

进入预备号手专班。为了胜任号位，他

整天与电路图、油路图打交道，参加集中

强训、执行训练任务，将时间安排得满满

当当。

“尽管很辛苦，但很有成就感。”谈起

自己的成长经历，宁蒋鑫说，能够加入导

弹方阵、融入壮阔的强军事业，为如期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是自

己的荣幸，也是时代给自己带来的奋斗

机遇。

时时想打仗、天天做准备，这是该旅

官兵的常态，也是他们备战攻坚、砥砺前

行的缩影。

以 新 装 备 运 用 为 牵 引—— 该 旅 组

织单元指挥员、重要号手、技术尖子等

集 训 轮 训 ，学 新 专 业 、练 新 装 备 ，真 正

用 熟 练 精 手 中 装 备 。 同 时 ，他 们 广 泛

深 入 开 展 评 选“ 金 牌 操 作 手 ”“ 王 牌 发

射架”等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激发大

家 练 兵 热 情 。 不 到 3 个 月 ，全 旅 定 岗

官兵就全部通过上级组织的号手资格

认证。

以新技能提升为目标——该旅科学

绘制转型重塑“路线图”，让每名官兵有

了素质进阶的方向。在理论基础分层

训、操作基础分解训、战术基础融合训等

新模式下，官兵走开从理论精研到模拟

精练，再到实装精训的新路子，实现能力

素质的跃升。

以新战法创新为突破——该旅党员

干部在日常训练、外出驻训、演习演训

中，带领官兵积极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

的瓶颈难题，总结形成 20 余项新训法新

战 法 ，有 力 推 动 该 旅 战 斗 力 建 设 换 挡

提速。

大漠戈壁，一场实战背景下的某型

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蓄势待发。该旅官兵

斗志昂扬，攻破一个个难点问题，打出了

该型导弹的优异成绩。

创新突破，淬炼新质战力

“精心准备、精细预想、精准操作……”

发 射 架 下 ，一 场 简 短 的 临 战 动 员 ，让

即 将 执 行 一 项 重 要 任 务 的 官 兵 热 血

沸 腾 。

动 员 结 束 ，二 级 军 士 长 梁 志 勇 和

战 友 们 铆 在 导 弹 发 射 架 下 ，紧 张 操 作

武 器 装 备 。 虽 然 任 务 艰 巨 ，但 梁 志 勇

信 心 满 满 ：“ 平 时 ，我 们 已 经 进 行 过 多

次相关训练。”

为了推动实战能力跃升，该旅紧盯

使命任务，引导官兵深入研究军事、研究

战争、研究打仗，积极运用兵棋推演、模

拟仿真等手段，聚焦重难点课目展开专

攻精练。

夜 幕 降 临 ，走 进 该 旅 一 个 专 业 教

室 ，只 见 数 十 名 官 兵 正 通 过 群 众 性 学

研 平 台“ 工 匠 论 坛 ”开 展 研 讨 交 流 ，多

名高级军士围绕发掘各专业领域作战

潜 能 ，依 次 登 台 分 享 所 在 班 组 的 阶 段

性研究成果。

为 加 快 新 装 备 形 成 战 斗 力 ，该 旅

成 立 多 个 攻 关 小 组 ，搭 建“ 强 基 夜 校 ”

“ 名 师 讲 堂 ”等 平 台 ，紧 盯 训 练 难 题 攻

关 ，在 练 兵 备 战 一 线 孵 化 出 一 批 实 用

管用成果，成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助

推器”。

精武强能，天天新起点。号手穿梭，

战车轰鸣，新的一天开始，军士参谋谢威

跟随机动指挥车，开启新一轮训练。

“‘ 硝 烟 味 ’我 们 已 习 以 为 常 。”谢

威告诉记者，旅里针对不同作战样式、

不 同 地 域 特 点 ，精 心 构 设 多 种 实 战 化

任务场景，体系设计涵盖全专业、全岗

位 、全 要 素 、全 流 程 的 典 型 课 目 ，在 高

强 度 、大 载 荷 、复 杂 态 势 环 境 下 ，融 入

各类险情危局，瞄准短板弱项，淬炼官

兵应急应战能力。拿着梳理出的训练

数 据 ，谢 威 介 绍 说 ：“ 在 深 入 研 究 、仿

真、演练的闭合链路中，部队训练质效

进 入 快 车 道 ，战 斗 力 建 设 跃 上 新 台

阶。”

以苦练精练淬砺制胜长剑，用过硬

本领勇蹚制胜之路。前不久，该旅接受

某检验性评估考核任务。官兵在复杂电

磁环境下，破解多个重点难题，交出了一

份优秀答卷。

大 山 深 处 ，大 国 长 剑 巍 然 矗 立 。

面对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使命召唤，这支导弹劲旅弓满弦张，阔

步前行……

3 月 20 日，环渤海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在天津启动。

图为求职学生在招聘会上了解岗位信息。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