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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 4 月 9 日，中国非洲
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贺信，对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
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人民友谊源远流长，新
形势下，中非深化传统友谊，密切交流合作，促进
文明互鉴，不仅造福中非人民，而且将为世界和平
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在 2018 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设立

中国非洲研究院是其中人文交流行动的重要举
措。希望中国非洲研究院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
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非和中非同
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为促进中非
关系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国非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杨洁篪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记者朱超)中国非洲
研究院成立大会 9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出席大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杨洁篪表示，习近平主席贺信充分体现了

习主席本人和中方对中非关系和中非人文交流
的关心和支持，更加坚定了中非双方办好中国
非洲研究院的信心和决心。

杨洁篪指出，近年来中非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双方致力于携手打造包
括智库合作在内的人文交流新增长极，积极
开展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互
利合作新模式，厚植中非关系民意基础，共同
捍卫、牢牢把握中非合作话语权，推动国际社
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非洲观、中非合作观。

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顺应了中非关系发展新
趋势新特点，也承载了加强中非智库合作新
期待新要求。希望中国非洲研究院抓住历史
机遇，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积极推动中非文
化融通、政策贯通、人心相通，为中非加强战
略对接、打造更高水平的中非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建言献策，培养中非人文交流强大
的人才梯队，营造中非友好合作事业良好的
舆论环境，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作出积极贡献。

中非政府部门代表、学术机构、智库、社会
知名人士及非洲驻华使节约 350 人出席大会。

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一书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
版社出版发行。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
于 2018 年 6 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入
习近平有关重要文稿 85 篇。为适应国外读者
阅读习惯，英文版在中文版基础上增加了注
释、索引、缩略语等内容。该书英文版出版发
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关于“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
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的理论思考，了
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重大
意义、主要内容、实现途径，对深刻理解习近
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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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段芝璞、薛文献、白少波

1959 年秋，喜马拉雅山深处的当许村，沉
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一间屋子的墙角，堆放着几只鼓鼓囊囊的
牛毛口袋。

“青稞、豌豆，我家第一次有这么多粮食！”
几个月前，这里实行民主改革，农奴拉旺翻身解
放。

他拍了拍口袋，对新华社记者郭超人说：
“只要好好干，跟共产党走，以后会更好的！”

在新华社记者笔下，“那千百年来曾经笼罩

过他们祖祖辈辈的阴云消失了，他们变得那样兴
奋、乐观和自信”。

60 年后的拉旺家，又变成什么样子？新华社
记者再次来到当许村。

一甲子，“地狱”变“天堂”

海拔 4200 多米的当许村，如今叫当许社区居
委会，位于山南市措美县措美镇。

雄曲河浇灌的沃土上，生长着成片白杨林，喜
鹊在枝头鸣叫，四周是重重山峦，峰顶白雪皑皑。

拉旺的长子旦增群培，75 岁了，一直住在村
里。

当年的小土房，早已变成藏式楼房，一楼有厨
房、储藏间、卫生间；二楼有宽敞的客厅，七间卧
室，还有玻璃暖房。阳光洒进来，十几盆花绚丽娇
艳。

旦增群培说，这是他盖的第五栋房子。

“这要在过去，简直就是做梦。”坐在沙发
上，老人喝着茶，思绪飘回 60 年前。

当许村属于西藏大农奴主、叛匪头目之一
索康·旺清格勒，当时这里 100 多户农奴衣不遮
身，食不糊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拉旺和妻子强巴群宗都是康木曲庄园的
农奴。“大人每天从早干到晚，只能领两小勺
糌粑。”旦增群培从记事起，全家人就没有吃
饱过。

他们住的是牛圈边一根柱子撑起的破“房
子”，遮不住雨雪，也挡不了寒风。

“睡觉时，小孩趴在大人身上，人摞着人才
能挤下。”旦增群培说，没有被褥，只能把衣服盖
在身上，鞋子就是枕头。

民主改革，把拉旺一家从绝境中救了回来。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旦增群培和家人穿上

了能把身体遮住的衣服，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们为自己活着了！”母亲哭着说的话，仿

佛还在旦增群培耳边回响。
没过几年，拉旺就领着子女，盖起七八间

新房子。搬进新家的那天，强巴群宗又哭了：
“没想到农奴还能住上自己盖的房子。”

1964 年，旦增群培结了婚，很快盖起两
根半柱子的平房，有了自己的小家。

20世纪 80 年代末，旦增群培把家中的
余粮换成畜产品，再去换木材，盖起全村第一
座二层藏式楼房。

“只有房子足够大，一大家人才能聚在一
起。”2011 年，旦增群培举全家之力，花了 32
万元建起一座 18 根柱子的别墅，添置了电
器、家具，是村里最气派的房子。

拉旺夫妇生前一直和小儿子多杰住在老
屋，当年的平房早改建成了楼房，墙外是茂密
的白杨林。

树丛里，庄园主森严耸立的三层楼房，只
剩下半米高的一截断壁。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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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银、杨洪涛、刘智强

每天在居住的小区里巡逻，每顿都能吃上老
伴做的拿手菜，每月还有 2000 多元的收入……贵
州武陵山区深处的土家族老汉张玉顺，怎么也没
想到 60 多岁了还能从山村搬到城镇，并且在家门
口找到一份当保安的工作。

张玉顺是贵州 188 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之
一。作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省份，贵州
从搬迁群众就业、就医、融入城市生活、小孩上学、
社区服务等方面入手，继续书写易地扶贫搬迁“后
半篇文章”，确保将安置点建成搬迁群众的幸福家

园。

135 万人搬迁入住，后续扶持成重心

“我家有两个壮劳力，能多申请一个棚吗？”
“今年能不能多派几个技术员进行指导？”“今年
保底收购价是多少？”……近日，在贵州省安龙
县钱相街道五福社区居委会，一场食用菌种植
动员培训会吸引了 80 多名群众参加，现场气氛
热烈。

记者看到，来参加培训的既有二三十岁的壮
劳力，也有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有的妇女还背着

孩子。搬迁户张乾庄说，去年他家种了 6 个大
棚，但因缺乏经验，赚的不多，今年想“多搞几个
棚，好好跟着技术员学习”。

五福社区党支部书记肖亚琪介绍，五福社
区共安置安龙县 7 个乡镇 2024 户 9200 人，社
区周边建有工业园区、石材园区、蔬菜基地、养
殖基地，安置区内已建成食用菌产业园、服装加
工厂，就业潜力大。

类似五福社区这样的易地扶贫安置
点，贵州省共有 9 4 6 个。按照规划，贵州在
“十三五”期间将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188 万
人，涉及全省 83 个县 9449 个村，搬迁贫困
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三分之一、占全国搬
迁贫困人口的六分之一，是全国搬迁人数
最多的省份。

贵州省生态移民局党组书记王应政说，
全省已有 135 万人搬迁入住，当前工作重心
已从解决好“如何搬、怎么搬”向“搬后怎么
办”转变，从“以搬迁为主”向“后续扶持和社

区管理”转变，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
富”转变。

“群众搬迁到哪里，服务就延

伸到哪里”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只记得家门口有个斜
坡”“我不会用电梯”……从“换灯泡”到“疏通马
桶”，从“过马路”到“扔垃圾”，搬迁群众刚进城
遇到一系列的“不适应”。

遵义市习水县岷山路社区干部陈少波说，
为让搬迁群众尽快适应新生活，社区实行网格
化管理，县委宣传部、县团委、县工会、县妇联等
单位纷纷结对帮扶。

记者走访铜仁、毕节、遵义等地数十个安置
点了解到，陈少波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类似情
况较为普遍，各地正积极解决社会融入、公共服
务供给等问题。

(下转 3 版)

“搬迁到哪里，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贵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拉旺的长子旦增群培
和家人在一起（3 月 1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拉旺的长子旦增群培
在康木曲庄园废墟前回忆不
堪回首的往事（3 月 1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拉旺的长子旦增群培
在家里擦拭解放军留下的收
音机（3 月 1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4 月 9 日，一场春雪纷纷扬扬落在位于北京市
怀柔区的慕田峪长城，春雪、云海、长城、杏花交相辉
映，美不胜收。 新华社发（卜向东摄）

慕田峪长城雪后美如画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记者郁琼源)财
政部副部长邹加怡 9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表示，下一步，财政部将继续会同有关
部门和京沪两市政府，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
革步伐，努力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特别是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进
一步完善。

邹加怡说，今年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可能
会聚焦几个重点领域：进一步推进营商环境的
便利化改革。比如在北京、上海试行取消规模
小、风险小的建筑项目施工图审查环节，比如
明确电子签名、电子印章的法律效力。另外，
精简跨境贸易所需要的凭单和凭证，完善进口
货物的“提前申报”制度，有针对性地采取便
利化改革。

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结合审判实践，出
台有关企业破产法的司法解释，明确管理人处
分债务人的重大财产应该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有关民商事案
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等问题的司法解释，明
确规定简单的民商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这都是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的努力。下一步，财
政部还会配合全国人大法工委推进物权法、合
同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以打造良好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周晓飞表示，下
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市场主体感受和诉求为
导向，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推动审批事项应减
尽减，简化审批流程和环节，放宽市场准入，加
强公正监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建立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造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今年优化营商环境

聚焦这些重点领域

4 月 9 日，列车驶入四川达州火车站。4 月 10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优化
高铁列车开行方案。 新华社发(邓良奎摄)

铁路今起实行新运行图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