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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战略定力，敢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
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深刻洞察国际格局演变和全球发展大
势，准确把握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对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作出深刻阐
述，为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推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提供了
重要思想指引和战略引领。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经济全
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了各国特别是
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促和平、谋发展的
愿望，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
约数，走的是人间正道，已经成为广受
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前行道路上，有顺境也会有逆

流。唯有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目标导
向、行动导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
蓝图绘到底，敢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才能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
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
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
影响”。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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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主战
场之一，始终坚持科学治沙、多措并举，政府引导与
全民参与相结合，不仅遏制了沙漠化进程，还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

进入11月份以来，肉苁蓉陆续迎来丰收。这几
天，在木尕拉镇防沙治沙肉苁蓉基地，农民正忙着采
收肉苁蓉。

木尕拉镇古再村村民亚森·买买提艾力说：“以
前，这里是一片荒芜的沙漠，生态环境恶劣。现在，通
过政府引导和扶持，我们在这里种下了梭梭和柽柳，并
在林下种植了肉苁蓉，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为我们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在防沙治沙和产业发展中，于田县按照“政府引
导、全民参与、集体增收、农户受益、治沙可持续”的
模式，在治沙区域大力种植柽柳、梭梭等，并接种肉
苁蓉。目前，全县肉苁蓉年产4万吨，年产值近4亿
元，为于田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于田县的肉苁蓉产业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
售，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全县已建立
了多个肉苁蓉加工厂，采用先进的加工技术，将肉苁
蓉加工成各种保健品和药品，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和市场竞争力。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于田管花肉苁
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旭亮说：“我们采用
了先进的加工工艺和生产设备，能够确保肉苁蓉的
有效成分得到最大程度保留，产品已经通过了国家
相关部门的认证和检测。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开拓
销售渠道，通过电商平台、实体店等多种方式，将肉
苁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走向世界。”

于田县的阗东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面积
19.11万亩，共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2600余人，人
均月工资3000元以上。在这里，梭梭林和柽柳林郁
郁葱葱，肉苁蓉在林下沙中茁壮成长，形成了一幅美
丽的生态画卷。

于田县从2007年开始，尝试在柽柳林、梭梭林
下接种肉苁蓉，解决了生态治沙成本高的问题，并引
入了生产加工企业，将肉苁蓉进行深加工。这不仅

提高了肉苁蓉的附加值，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于田县已建
成9个规模化肉苁蓉产业基地，接种肉苁蓉146.7万亩。蓬勃发展的肉
苁蓉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江东辉说：“我们将继续加大防沙治沙
和产业发展力度，计划再扩绿16.5万亩，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防沙治沙的
效果，同时扩大肉苁蓉产业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沙 漠 养 出 肥 美 螃 蟹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

哈尔尼沙 阿布都米吉提）11
月 30 日，记者来到策勒县沙海
玉湖，清澈的湖面上，新疆鸿辉
农业养殖公司工作人员正驾着
小船捕捞今年最后一批螃蟹。
这些螃蟹不仅为策勒县水产业
增添了新亮点，更是治沙红利
持续释放的最好体现，实现了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沙海玉湖是一个平原水
库，四面环沙，湖水主要源自昆
仑雪山融水。

沙漠里面也能养螃蟹？带
着疑问，记者向新疆鸿辉农业
养殖公司策勒县养殖基地负责
人刘勇寻求答案。“这里地下水
资源丰富，再加上昆仑雪水的
滋养，形成了水质优良的水域，
适宜螃蟹生长。”刘勇介绍道。

“我们综合利用这片水域，
把螃蟹养起来，不仅能带动本
地水产业发展，还能为群众创
造就业机会。通过发展产业，
巩固防沙治沙成果。”刘勇说。

近年来，策勒县抢抓推进
“三北”工程建设重大机遇，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综合
运用生物治沙、工程固沙、光伏
治沙等模式，加大防沙治沙力
度，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沙海玉
湖不断扩面，逐步实现天蓝、地
绿、水清，为发展水产养殖提供
了良好环境。

记者在现场看到，刚捕捞起
来的螃蟹青壳白底，活力十足，非
常干净。“这是因为沙海玉湖的水
质好，零污染、无公害，而且自然
生长，没有投放饲料。”刘勇说，

“好水养好蟹。我们养出的螃蟹

肉质紧实、味道鲜美。”
2023年，该公司开始在沙海

玉湖景区投放蟹苗，踏上沙漠养
蟹路。“今年，沙漠螃蟹喜获丰收，
深受顾客喜爱。”公司董事长陈准
说，“我们又投放了13吨蟹苗，比
去年翻了一番。这边的水含盐碱
量比较高，养出来的螃蟹自带淡
淡的咸和甜，口感非常好。现在，
我们养的螃蟹在北京和上海已经
很有口碑了。”

“这都是防沙治沙带来的好
结果，治沙带阻隔了风沙对养殖
区域的侵害，很多植物、动物肉眼
可见多了起来。”陈准介绍，“沙海
玉湖的自然环境和水质非常好，
这得益于高效的沙漠治理措施，
随着‘锁边’合龙，和田的生态环
境会越来越好，给发展水产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

从天涯到海角

策 勒 登 上 了 博 鳌 论 坛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袁

军） 12月2日至5日，由新华通
讯社、海南省人民政府、中国
品牌建设促进会指导，新华社
品牌工作办公室、新华网、中
经社主办的 2024 中国企业家博
鳌论坛在海南博鳌举行。几天
来，策勒美食、策勒旅游成为
论坛期间使用频率很高的词。
策勒县借论坛平台举办了一系
列宣介、推广活动，可谓好戏
连台、高潮迭起。

12 月 1 日晚，“策勒之夜”品
鉴会拉开了策勒系列活动帷幕。
品鉴会在海南博鳌悦心康养酒店
举行，来自新华社、瞭望周刊社、
瞭望智库的代表，国家有关部门
代表、霸王茶姬等知名企业代表
及科研院所专家齐聚一堂，共襄
品鉴盛会、共叙绵长友谊、共商合
作大计、共话美好未来。

在“策勒之夜”品鉴会上，策
勒的特色健康美食引起嘉宾浓厚
兴趣。随着策勒县委副书记、天
津援策工作组组长谢磊的宣介，
加上现场品尝策勒骏枣、策勒仙
枣、策勒杏干、昆仑紫葡萄干、策
勒煌苹果、和田鲤梨等产品，给所

有嘉宾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
味，纷纷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去策
勒实地考察、合作发展。

新疆梦鲤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文彬表示：“能够在
这样有影响力的平台对策勒特色
优质农产品进行展示和推荐，将
进一步提升策勒特色优质农产品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2月2日举行的“好品质·向
未来”——2024食品与健康智库
论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与产业
发展”课题研讨会将系列活动推
向高潮。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对
策勒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支大
招、出点子、找新路。

12 月 2 日下午，在博鳌论坛
主会场召开了“好品质·向未
来”——2024食品与健康智库论
坛，专家、企业家等作了主旨演
讲。瞭望智库理事长胡梅娟为策
勒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

策勒县企业新疆梦鲤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荣获了“2024食
品与健康匠心企业”。

策勒，再次向全国发出最诚
挚的邀请——携手策勒，共赢未
来！

地 区 开 展 宪 法 宣 传 系 列 活 动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古哈

尔尼沙 阿卜杜拉）12月4日，地
区在和田市北慕农产品批发市场
举办宪法宣传活动，拉开了全地
区宪法周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
活动由地委宣传部、地委依法治
地办等多个单位联合主办。

活动现场，法律顾问、律师和
“法律明白人”向商户和群众发放
宣传册，解答法律问题，法律服务
咨询台也为过往群众提供免费法
律咨询。

此外，自治区人大代表、新疆
专才律师事务所律师米日班·卡
地日在和田市拉斯奎镇阿克塔什
村公共法律服务室开展了“1 名
村（居）法律顾问+N 名‘法律明
白人’”活动，讲解矛盾纠纷调解

技巧，并现场指导“法律明白人”
开展工作。地区司法局向“法律
明白人”赠送宪法宣传资料，并举
行宪法法律知识有奖问答和现场
法律咨询。

据悉，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地区精心制定
了《2024 年和田地区“宪法宣传
周”工作方案》，广大党员干部率
先垂范，积极参与。同时，充分发
挥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及“法
律明白人”的作用，深入基层普及
法律知识。此外，各县市、各单位
也积极响应，举办了一系列文艺
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全社
会掀起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
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热
潮。

地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

强化互联互通 提升开放能级 深化经贸合作

中国农业科学院助力和田农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

加大科技援疆力度 助力和田产业创新

中国农业科学院新疆戈壁沙漠设施农业科技创新交流会暨重大科技任务推进会在和田举办

助力戈壁沙漠设施农业高效绿色发展

民 丰 县 258 户 牧 民 搬 进 越 冬 保 障 房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图

拉罕 麦迪乃）随着冬季来临，近
日，民丰县 258 户牧民越冬房建
设圆满完成，牧民正陆续搬进新
居。

自治区将牧民越冬放牧点生
产用房（居住）建设列为 2024年
10件民生实事之一，民丰县积极

响应，迅速行动，全力推进这一暖
心工程。

为切实保障牧民生命财产安
全和温暖过冬，民丰县对全县存在
安全隐患的 258 户牧民越冬放牧
点生产用房进行了全面改造。这
些牧民常年在远离村委会的偏僻
牧区放牧，居住条件比较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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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新疆戈壁沙漠设施农业科技创新交流会暨重大科技任务推进会在和田举办。地区融媒记者 张云海摄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云海 阿巴
拜科日）12 月 5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新疆
戈壁沙漠设施农业科技创新交流会暨重
大科技任务推进会在和田举办。会议以

“科技赋能、创新驱动，探索戈壁设施农业
高效绿色发展路径”为主题，国内专家学者
汇聚和田，深入探讨设施农业在戈壁沙漠地
区的关键技术、发展路径和应用前景。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
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地委书
记刘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
厅长艾合买提·买买提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

吴孔明在致辞时表示，新疆是农业大
区，光热资源丰富，在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巨大潜力。
下一步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示范作
用，大力支持南疆发展戈壁设施农业，建
设一批高新技术赋能、经济效益突出、产
业影响较大的戈壁设施农业科技创新与
技术集成示范样板。深化戈壁设施农业
人才培养协同机制，全面支撑新疆戈壁设
施农业高质量发展。

刘琛代表地委、行署对专家的到来表
示欢迎，对中国农业科学院长期以来对和
田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和田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沙漠戈壁占到
六成以上，光热资源丰富，病虫害较少，发
展设施农业条件得天独厚。希望中国农
业科学院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和田，为戈
壁设施农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推动现代
农业高质量发展。整合集成相关研究所
先进技术，带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落地实

施，助力和田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绿
色化发展。

艾合买提·买买提表示，设施农业已
经成为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促进农民增

收、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将与专家
共同研究破解新疆设施农业发展的难点
堵点问题，助力新疆农业现代化建设。

山西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明岗，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东升
出席开幕式。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科学
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厅局负责同志，
国内相关高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亚
辉）12 月 5 日，地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专题学习《求是》杂志发表
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必须
坚持守正创新》，研究全地区贯
彻落实意见。地委书记刘琛主持
学习会。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
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
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始终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
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改革的思路、
创新的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
落实落细。要坚持党的群众路
线，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改革上来，真正做到人民有所呼、

改革有所应。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
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为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和田力量。
要强化互联互通，抢抓国家重大
战略机遇，加快铁路、机场等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出疆交通服务能
力。要积极争取航空公司开通更
多疆内串飞环飞、疆外直飞航线，
缩短对外交往交流交融时空距
离。要提升开放能级，深化与援
疆省市产业和经贸合作，提升对
口支援综合效益。要积极培育外
贸企业，常态开行集拼集运货物
班列，推动和田地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地委、人大地区工委、行署、
政协地区工委领导，地直有关部
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学习会。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亚辉 阿巴
拜科日）12 月 4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助力
和田农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农业
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山西农业大学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明岗，自治区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张东升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地区有关领导汇报了和田
地区农业整体情况，并向中国农业科学院提
出科技、人才、机制等方面的合作需求。和
田市、和田县、墨玉县有关农业企业负责同
志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及农业科技需求。
中国农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领导介绍了本

所优势技术和科技援疆举措。
吴孔明在总结讲话中表示，和田地区

是南疆重要枢纽，也是农科院科技援疆的
重点。多年来，农科院深耕和田农业农村
领域，为和田农业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今后，农科院将面向和

田农业农村重大科技需求，优先布局科技
力量，打造多层次、系统化科研条件平
台。坚持产业应用和市场需求导向，推动
共性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全力支撑和田农
业稳产保供和乡村振兴。推动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融合，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对和

田社会化服务的引导支撑作用。开展引
领性技术培训，鼓励科学家主动帮助企
业，推动和田创新型龙头企业“走出去”。

中国农业科学院、自治区有关厅局领
导，地区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有关企
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