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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记者杨依军)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

习近平请阮氏金银转达对阮富仲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诚
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中越是“同志加兄弟”，也是具有战略意
义的命运共同体。明年是中越建交 70 周年，双方要不忘初心，
着眼大局，弘扬友好，深化合作，在新起点上推动双边关系再
上新台阶。要用好党际交往的传统优势，深化治党理政经验交
流，相互借鉴理论创新成果，让两党永葆生机，共同推动社会
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共建“一带一路”
同“两廊一圈”对接合作为主线，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提质升级，
构建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格局。要密切民间交流，让两国友谊
薪火相传。要从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把两党两国高
层共识真正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维护海上和平稳定。要加强
在国际事务中的协同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

习近平说，立法机关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双方加强互学互鉴、推进国家建设意义深远。近年来，中国全
国人大和越南国会交往互动频繁，合作成果丰硕，为各自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开拓了新思路，也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了
保障。希望双方今后进一步密切交流合作，在加强民意引导、
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方面多做工作，为夯实中越关系民意
基础作出更大贡献。

阮氏金银转达了阮富仲总书记、国家主席对习近平的亲
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她说，越南共产党、国家、人民始终铭记中
国同志在过去和现在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相信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同志必将完成中共十
九大制定的重要发展目标。越方愿与中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
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指引，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继续坚
定相互支持，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分歧，推
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王晨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

 7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 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新华社记者赖星、袁慧晶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
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生之快乐将
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这是革命烈士方志敏在散文《可爱的中国》中对未来中国
的期许。作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重点献礼剧目，电视剧

《可爱的中国》在今年 7 月 4 日首播，讲述了方志敏为了“可爱
的中国”不懈奋斗，最终从容就义的光辉一生。

这是一份热诚的敬礼———
从找到《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方志敏的手稿，到发现他

的脚镣和遗骨，再到亲友对他的深情怀念……这是电视剧《可
爱的中国》的开篇设计，波澜壮阔的历史由此打开了大门，将
人们带到那段充满血与火的岁月。

“电视剧在结构上严格依托史实，但绝不是所谓的历史流
水账。”编剧张强表示，方志敏的经历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早期
革命走过的道路，其中不乏传奇经历和逸闻轶事，兼具典型性
和故事性。

“倒叙的讲述方式很吸引人，逐渐把人的情感推向高潮，催
人泪下。”方志敏干部学院教师诸葛方林认为，这部电视剧将方
志敏烈士的事迹表现得立体、可感，有助于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方志敏干部学院位于方志敏的家乡——— 江西省弋阳县，

今年暑期，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慕名前来参观学习。
“尽管同一时段，体育频道有我喜欢的体育节目，但我还

是选择了去看这部电视剧，从中我收获了力量和感动。”《可爱
的中国》首播后，在方志敏干部学院学习的刘培广第二天发了
这样一条朋友圈。

这是一份精诚的寄托———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 23 名学生在今年 7 月

10 日报名参加了“可爱的中国”全国大学生夏令营学术采风
活动，他们沿着方志敏的足迹，实地见证祖国 70 年来的沧桑
巨变。

“这部电视剧生动地表现了以方志敏烈士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革命年代对共产主义的真挚信仰和对革命伟业的真
情投入。”复旦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谈思嘉说，他相信
经过此次精神洗礼，自己必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转化为不懈
奋斗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可爱的中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烈士邱金辉，1928 年 1 月参与过方
志敏等领导的弋横武装起义，任第六路指挥者之一，同年被捕
后壮烈牺牲。他的孙子邱爱斌也在追剧。“这部剧让我对爷爷
那个年代发生的历史更加了解，也更感恩今天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我要让我的孩子通过电视剧来感受当年先烈们的无
私奉献，传承这份革命基因。”

这是一份不灭的信仰———
方志敏的事迹通过电视剧的表现形式感染着大众，让革

命烈士坚硬的信仰变得炽热可感。
“志敏，你怎么才露面！你心心念念盼着的可爱的中国，都

已经成立八年了！”剧中，方志敏的妻子缪敏对着方志敏的遗
骨所说的这句话让方志敏干部学院教师郑瑶难以忘怀。

“虽然方志敏的肉体毁灭了，但信仰不灭，精神长存。”作
为一名“95 后”教师，郑瑶见证了新时代祖国的蓬勃发展，表
示一定要将这份如火的信仰传递下去。

斯人已逝。在江西省横峰县葛源列宁公园里，方志敏当年
亲手种下、象征革命必定胜利的梭柁树今已亭亭如盖。“面对
此情此景，我不禁想对他说：这盛世，如您所愿。”北京大学学
生李辉说。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认为，电视剧《可爱的中
国》既有生动丰富审美细节的艺术化表现，又有深刻的思想发
现和哲学观照。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是当下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入人
也深、化人也速”的审美教育作用。

新华社南昌 7 月 12 日电

热诚的敬礼 不灭的信仰
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反响热烈

7 月 11 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塘洲镇龙口
村，农民驾驶收割机收割早稻（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邓和平摄）

夏日农忙

新华社记者丁建刚、符晓波、刘兵

时至今日，发生在祖国西北角的
巨变尚鲜有人知，但当地居民正在品
尝前所未有的滋味：

偏居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和田
农民，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北京、天津，
田间地头，屋里屋外，两个大都市的元
素随处可见；
世代耕作在塔里木盆地的农民，随

着一个个企业落户绿洲，变身产业工
人，走上工业流水线，不再靠天吃饭；

天山脚下从未出过远门的牧民，
一下有了江苏、福建的“远房亲戚”，不
仅跨越几千公里“串了门”，还捎回了
先进技术和经验；

……
幸福安宁，如此真切地扑面而来！

这一切，源于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家行
动，源于一次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

2010 年春天，全国对口支援新疆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新一轮对口援
疆工作就此启动，中央部委及北京、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 19 个省
市“牵手”祖国西北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 2014 年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
确，把对口援疆作为长期战略，把有利
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对口援疆
的根本目标。

历时 10 年，全国各地 8 . 75 万余
名干部人才走西口、越天山，在新疆广
袤土地挥洒热血，建功立业；近 1200
亿元资金投入大漠绿洲、雪域高原，新
疆大地焕新、山河锦绣。

汇聚祖国之力：心往一

块想，劲儿往一处使

不久前，从喀什回到广州，中山大
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狄
娜和家人一起去影院看《流浪地球》。
当镜头跳出“喀什站已修复”的字幕
时，身旁 8 岁的大儿子喊道“妈妈，你
的喀什”，她的心为之一动。

2018 年 3 月 14 日，作为广东省
第三批援疆医疗队专家之一，狄娜启
程奔赴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担任
超声医学门诊部副主任，开启为期一

年的援疆行。出发前，她给 1 岁 2 个月的孩子断了奶。
初到喀什的她才切身体会到当地医疗水平和广州差距之

大：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能收治病人非常有限……援疆医生
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当地医务工作者提高医疗水平，把
先进技术和理念带到受援地。她说：“在当地一天，就要尽一天
的努力。”

这也是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 10 年来，每一个在新疆
留下足迹的援疆干部的共同心愿。

2011 年，时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万朝林作为中组部
选派的第七批援疆干部来到新疆。临行前，他的导师、南京大
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说：“我支持你去，没有边疆的稳定和发
展，就没有我们东部沿海的发展和歌舞升平。”

援疆工作期间，万朝林先后主持筹建“兵团屯垦戍边研究
中心”“清代新疆研究中心”“清代新疆满文档案翻译与整理”
等研究项目，填补了西北地区此类课题研究空白，带动了新疆
高校学科建设。2017 年，万朝林放弃回南京大学，正式调任塔
里木大学任校长助理，选择把家安在沙漠腹地。他说：“以前做
研究是根据自己兴趣，在新疆做研究是为了国家利益，只有身
处新疆，对国家援疆战略才会有更深体会。”

一批又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在万里边疆挥洒汗水，留下精
彩的奋斗者画卷。河南援疆干部刘志怀，连续三次援疆，用 9
年时间建成疆内一流的“数字化校园”，并建成哈密第一个产
业研究院；天津市第九批援疆干部席世明，入疆 581 天，足迹
遍布于田县 100 多个村庄，倾力于为当地招商，解决群众稳定
就业，直至生命终结。 （下转 3 版）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记者刘红霞、李慧颖)中国海
关总署 12 日发布上半年外贸“成绩单”，3 . 9% 的同比增速折
射出“稳”的特质。

逆风之下见韧性。更多微观市场主体表现和细分领域数
据则印证，中国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外贸结
构优化、动能转换加快的趋势没有改变。

以“稳外贸”促“外贸稳”

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14 . 67 万
亿元，其中，出口 7 . 95 万亿元，增长 6 . 1%；进口 6 . 72 万亿
元，增长 1 . 4%；贸易顺差 1 . 23 万亿元，扩大 41 . 6%。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
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说，我国外贸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这
得益于多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

首先，一系列“六稳”尤其是稳外贸举措效应持续显现。李
魁文表示，“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接连
落地等，有效提振了市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他介绍，上半年
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到 42 . 1 万家，同比增长 5 . 6%。

其次，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规模巨大、产
业配套齐全等也为外贸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
取得积极进展，也为稳外贸增添了动力。 （下转 2 版）

逆风之下见韧性
上半年中国外贸形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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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蝶变”：且看今日西海固

新华社记者陈晓虎、邹欣媛

烂泥滩、旱天岭、臭水沟、苦井……这些分布在宁夏回族
自治区西海固地区的村名，一听就让人联想到苦瘠。近年来，
随着精准脱贫政策的推进，“苦甲天下”的西海固乡村，发生
“蝶变”，产业旺、乡村美的景象，令人振奋。

闽宁携手：告别“烂泥滩”

“天晴扬灰，下雨烂泥。”这是宁夏西吉县烂泥滩村过去的
真实写照。这个村是出名的脱贫“老大难”。2017 年 8 月，记者
曾来到该村采访，57 岁的县人民银行驻村第一书记秦振邦才
到任不久。

记者记得当时在村部办公室张贴着宣传单：“两人一头牛
温饱就不愁，一人一头牛生活就无忧，一人两头牛日子乐悠
悠。”秦振邦说，这是他对村子产业发展的理想，但全村牛存栏
只有 80 多头。

为彻底改变烂泥滩村贫困落后面貌，西吉县政府决定与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共建闽宁协作示范村。村民综合服务中
心建成了，扶贫车间开业了，光伏路灯也亮了，贫困学生得到
资助…… 2018 年初，经村民民主决议，烂泥滩村更名为具有
纪念意义的“涵江村”。

如今，全村牛饲养量达 751 头。“常驻户 141 户 554 人，户
均 5 头牛、人均一头牛的目标已实现。”秦振邦笑着说，全村还
养羊 800 多只，鸡存栏 2 万多只。

在扶贫车间工作的村民李金花对记者说：“丈夫在外打
工，3 个孩子、两个老人、种地喂牛都离不开我。没想到，能在
家门口找到工作，家里事不耽误，一个月还能挣 1700 多元工

资。”
“去年 12 户常年外出打工的村民都返乡发展了。”村支书

马维军说，目前全村贫困户人均收入达 8250 元，贫困发生率
由 2014 年的 18 . 66% 下降到 2 . 54%。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干部要苦干，群众要肯干。我快 60
了，还得尽责干。”秦振邦说。

引水入塬：绿染“旱天岭”

“从 60 毫米到 120 毫米，全村的年平均降水量整整翻了
一倍！”同心县河西镇旱天岭村村支书丁建华兴奋地指给记者
看：旱岭深沟绿了，一大片枣树也长高了。

过去的旱天岭“雨水总是绕着走”，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20
多倍，人畜饮水靠窖水。

生态移民工程是宁夏精准脱贫工作的一项主要措施。旱
天岭村是“十一五”同心县内移民的最后一个村，由于近路、靠
城，这里搬迁了来自多个乡镇的 2800 多人，脱贫压力大。

随着移民村建成和扬黄工程辐射，2014 年，黄河水沁入
旱塬，干净安全的自来水进村入户，给贫困百姓带来希望。“牛
都喝上了自来水！”旱天岭村村民马晓保说，有了水才敢多养
牛，现在养了 15 头。

有了“牛产业”，旱天岭脱贫有了后劲。短短 5 年，全村牛
存栏量从 6 头增加到 2600 多头。随着精准脱贫和央企帮扶到
村到户，老百姓养牛的积极性更高了。

寸草不生的旱岭，如今满目绿色。十几年来，旱天岭约
75% 的土地陆续用于退耕还林还草、种植文冠果等，全村经
果林面积达到 1 万多亩。

“有了树后，小气候在改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驻
村工作队队员闫军说，雨水多了，村庄美了，产业兴旺，老百姓
才能富。 （下转 4 版）

▲在宁夏同心县旱天岭村闽宁协作扶贫车间，村民
在忙碌（5 月 21 日摄）。 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

适逢暑期，云南水乡普者黑国家湿地公园荷
花盛开，游客慕名而来，徜徉花海间。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花海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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