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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在近期新
华网组织的外国驻华大使系列访谈中，多
位大使谈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并
给予高度评价。大使们认为，这本书有助
于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发展，让人们更好
理解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

“我读过，我家里有这本书，我自己买
的。”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在做客“新华访
谈”时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世界上
享誉盛名，因为它对习主席以前的讲话和
文章做了很好的回顾和梳理。戴尚贤认
为，这本书是研究时下中国政策很好的参
考，书中的改革思想很有建设性意义。

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告诉记者，他认
真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后，感到这
本书的出版发行有重大意义。裴德盛说：

“众多普通民众以及像我这样的政府官员
希望了解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思想，我们更
希望通过第一手材料直接了解，而不仅仅
是通过媒体上阅读记者对领导人的报道。”

据了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
图书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
响，目前该书累计发行超 300 万册，外文
各语种版本发行 30 多万册。这是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海外发行量
最大的一次。

印尼驻华大使苏更说：“去年 9 月面
世至今，这本书已售出 300万册，我想，只
有真正读过的人才不会对它所产生的轰
动影响表示惊讶。”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哈利德表
示，这本书通过独特的视角对当下中国的
治国理念进行了解读。中国领导人在国
家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时期所展现出的
远见卓识令人称赞。这本书使外国读者
了解到中国的领导层如何使他们的智慧
变成了现实，同时从历史、社会和政治角
度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解读。

“我拜读过这本巨著，它蕴含了中国领
导人的智慧，代表了他对中国国家和社会

振兴的期待。”科威特驻华大使祖维赫说。
2014 年 9 月 28 日开始，《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
等多语种出版发行。去年 10 月初，外文
出版社在法兰克福书展举行了该书的多
语种全球首发式。随后，各地陆续举行研
讨会，目前已经在法国、俄罗斯、柬埔寨、
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举行了新书发
布仪式或研讨会。

哈利德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
译成多种外语，供全世界的读者阅读。“我
非常高兴的是，这本书 2014 年也在巴基
斯坦公开发行。”

埃及驻华大使马杰迪·阿米尔表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以包括阿拉伯
语在内的多个语种出版，表明中方期望与
世界各国一道描绘未来道路，实现共赢。
而这也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区域互联

互通和共同繁荣描绘了美好的蓝图。”哈
利德说，“中巴经济走廊”就是涉及“一带
一路”首创项目。为了对区域间的共同发
展和共同繁荣有更好的理解，包括巴基斯
坦读者在内的外国读者，都需要了解这本
书的相关内容。

阿米尔表示，埃方相信，习近平主席
的这本著作将为促进世界各国关系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书中阐述了‘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
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以及坚持
共同发展的原则，它们在多边国际关系中
发挥积极作用。”阿米尔说。

苏更说：“如果你对中国感兴趣，这绝对
是一本可以帮助你全面了解中国以及中国
政策的好书，它详细阐释了如何在符合中国
国情的发展条件下，最终实现中国梦。”苏更
表示，除了自己阅读，他还将这本书推荐给
他的同事们，希望他们通过此书既能了解中
国的当下，也能感知中国的未来。

“了解中国当下，感知中国未来”
——外国驻华大使高度评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初春的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苍松
含悲，庄严肃穆。

21 日上午，中国第二批 68 位在韩志
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这里隆重举
行。来自民政部、外交部、财政部、总政治
部和辽宁省政府、沈阳市政府以及抗美援
朝老战士、烈士家属和社会各界群众代表
300余人，出席了安葬仪式。

仪式在陵园的下沉式志愿军烈士纪
念广场举行。广场由烈士英名墙环抱而
成，中心矗立着以高山峻岭和白鸽浮雕为
主题的雕塑，象征着英雄如山、祈愿和平。

雕塑前摆放着 9 个大花篮，与英名墙
下的 33 个小花环相互映衬，寄托着人们
对烈士的深切哀思。人们手持菊花静静
肃立。

10时，辽宁省副省长薛恒宣布仪式开
始。4名持枪礼兵正步行进至站立位。伴随
着小号吹奏的《思念曲》，18名礼兵护送着
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礼步进入现场。

雄壮高亢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
毕，全场人员向志愿军烈士默哀。

“为国牺牲的志愿军烈士虽然离开我
们60多年了，但‘最可爱的人’的英雄形象
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祖国和人民永远铭
记和怀念他们。”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致

悼念词时说：“他们的英名将永垂史册！”
悼念词毕，参加仪式人员向烈士遗骸

三鞠躬。
“举枪，预备，放！”27 名礼兵随着口

令声，整齐划一地连续鸣枪 9 响。枪声划
破寂静的长空，士兵们以此向先烈们致以
崇高的敬意。

伴着哀婉低回的《思念曲》，18 名礼
兵护送着烈士棺椁缓步进入安葬地宫。

在阳光的照射下，高耸的纪念碑上
“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几个金色
大字熠熠生辉，长长的烈士英名墙下鲜花
静放。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他
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迁回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始终牵动
着中国人民最深厚的民族情感。

2013 年 6 月以来，在中韩两国领导
人的高度重视和共同推动下，根据中央统
一安排部署，民政部会同外交部、财政部、
总政治部等相关部门和辽宁省，积极稳妥
推进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迁回安葬工作。

2014 年 3 月 28 日，国家隆重举行了
首批 437 位在韩志愿军烈士迎接回国仪
式；10月 29日，举行了安葬仪式。

根据中韩双方就在韩志愿军烈士遗
骸交接达成的共识，经与韩方磋商确定，

第二批烈士遗骸于今年 3 月 20 日在韩国
仁川国际机场顺利交接，由中方专机运送
回国。

“志愿军烈士们，我们来接你们回家
了 。”在 韩 国 仁 川 机 场 ，中 韩 双 方 在 对
2014 年发掘确认的 68 位志愿军烈士遗
骸进行交接后，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一声
深切的呼唤令在场人员无不动容。

国旗覆盖，军乐萦绕，中国礼兵双手
托起烈士遗骸棺椁，列队登上早已等候在
一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接运专机。
这是中方首次动用空军专机赴韩国接迎
志愿军烈士遗骸。

北京时间 20日 11时 25分。
随着阵阵轰鸣声，载着 68 位在韩志

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在两架空军战斗机
的护送下，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跑
道上。两架战斗机在机场上空呼啸而过，
向回家的英雄忠魂致以最高的敬意。

专机停稳后，舱门缓缓打开。10 名
持枪礼兵缓步走入棺椁摆放区，分立两
侧。68 名礼兵来到棺椁前，在轻轻擦拭
旅尘后，覆盖上鲜艳的五星红旗。

整理完毕，68 名礼兵礼步行进，护送
着英灵安放在棺椁摆放区。在机场迎接
的各界代表全体肃立，向烈士遗骸三鞠

躬。随后，礼兵护送棺椁登上三辆客车，
驶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英烈归故里，世人泪满襟。
70 岁的李相森是志愿军烈士李元忠

的儿子，一生与父亲未能见面。“牺牲在朝
鲜战场的父亲，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参
加安葬仪式的李相森感慨万千，“我最大的
愿望是能够找到父亲的遗骸，接他回家。”

“我眼睁睁地看着一发炮弹下来，一
个班的战友都牺牲了。”81 岁的志愿军老
兵邹继良特意赶来送烈士们最后一程。

“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们曾并肩
作战、保家卫国。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是
战友、都是亲人。”

根据民政部统计，现已确认的抗美援
朝烈士共有 197653 名。其中，大多数烈
士长眠在异国他乡。

根据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双方将继
续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进行发掘、鉴
定，每年清明节前进行一次常态化交接。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中国人
民的宝贵财富。”参加安葬仪式的志愿军
老兵和各界代表们表示，英雄不死，永远
活在祖国和人民的心中。

文/新华社记者 徐 扬 汪 伟

（新华社沈阳 3月 21日电）

英 魂 归 故 里 浩 气 存 天 地
——中国第二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安葬

春分时节，“大粮仓”黑龙江省广袤
的黑土地上虽然还覆盖着积雪，但全省
各地都已可见到准备春耕的场景：各级
农业部门和广大农民一起抢前抓早，力
争今年再获大丰收。

《经济日报》记者在齐齐哈尔市采访
时发现，今年当地准备春耕生产的农民
已经不再仅仅埋头于田间地头，先在网
上找市场已成为今年农民备耕生产中的
必修课。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广泛应用，
农民更加关注粮食市场的行情变化，并
随之调整粮食种植品种。对此，齐齐哈
尔市农业部门主动搭建农商对接平台，

拓宽信息渠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
种植业结构。针对近年来玉米供大于求
的局面，今年各地压缩了玉米种植面积，
扩大了马铃薯、杂粮杂豆和高效经济作
物，以及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

齐齐哈尔市农委生产处处长孙培春
告诉记者，现在，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为
农商搭建对接平台，而不再像过去那样

“指手画脚”忙于在地图上划分种植区
域。齐齐哈尔市针对当地种植结构特
点，先后与新发地、哈达等国内大型批发
市场签订供销合同，订单式种植正逐步
替代过去先种后卖的传统模式。

随着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
革的实施，黑龙江省高度重视农田水利
建设，在资金、项目、政策上给予重点倾
斜。去年底至今，累计投入资金 62 亿

元，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面积 400 万
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721平方公里。

记者在大庆市林甸县看到，水利工
程已经修到了田间地头。当地农民王喜
军告诉记者，以前他们最犯愁的就是水，
那时水渠只能满足漫灌需要，由于地势
原因，很容易造成旱涝不均，部分地势高
的地方只能人工灌溉，既费水又费力。
针对这一情况，林甸县将水利建设投资
模式从过去的等、靠、要改为县、乡、村 3
级融资，农民参与水利工程建设的积极
性被调动起来，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主
渠贯通、支渠畅通、“毛细血管”联通的农
田水利管网。

黑龙江省的现代农机合作社也已成
规模。目前，全省农机合作社自主经营
土地面积已经达到 1500 万亩，入社户数

达到 21.5 万户，人畜整地、小机械整地的
春耕场景已经很难再看到了。在龙江县
吉祥农机合作社的大院里，社员们正忙
着分社里统一购买的种子。合作社理事
长程永军告诉记者，以前备耕时各自承
担的整地、深翻、旋耕、起垄等工作，现在
都由合作社承担。说着，他给记者看了
一张时间表，每个社员家什么时候整地、
面积多少，表上一目了然。

黑龙江省农委副巡视员李世润告诉
记者，全省今年备耕形势总体较好，近期
降雪适中，有利于春耕作业。李世润表
示，今年黑龙江省将全面启动总投资 243
亿元的“三江治理”等一批水利工程，这
将为黑土地保护、粮食稳产增产，以及把
黑龙江省建成全国生态大粮仓、绿色食
品大厨房打下坚实基础。

“突！突！突！”近日，在重庆璧山区
健龙镇鱼洞村，随着连续不断的机械声，
戴克生扶着旋耕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一
层层土壤被翻起，杂草压入泥里，不一会
儿，菜地就翻出了一大片。

“戴铁牛，明天有空吗？来给我赶一
天工，我的 4 亩地急需翻出来种四季豆
呢！”正忙着，戴克生接到同村种植大户
夏云华打来的电话。“明天赶不上⋯⋯”，

“帮忙赶一天工嘛！我的四季豆苗等着
下地。”戴克生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耐不住村民的请求，他只好答应。

今年 60 岁的戴克生，5 年前花 2000
多元购置了旋耕机，专门在农忙时节帮
助周围的村民耕地翻田，因为做事勤快、
踏实，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戴铁牛”。

戴克生说，自从买了旋耕机，每年 2
月至 4 月底，几乎天天都不能歇，“这几
年，我们村流转土地成片种植蔬菜的越
来越多，帮助蔬菜大户犁地，地成片，好
翻动，一天就能挣 130元，还包吃。”

戴克生说，现在村里除了一些种植
大户买了旋耕机自己用，其他的农户都
要请他这样的农机手来耕地。“以前村里
只有我一个旋耕机手，因为忙不过来，村
民还有为抢先翻地而吵嘴的。”据戴克生
介绍，由于旋耕机操作简单，现在村里已
经有四五个旋耕机手，农忙时节帮助村
民备春耕，还能增加收入。

“我得抓紧时间耕田，不能误了村民
的农事。”说完，戴克生起身开着旋耕机，
往下一块田驶去⋯⋯

本报北京 3 月 21 日讯 记者韩秉志 郑彬报道：北
京冬奥申委在 21 日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表示，3 月 22 日
至 29 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将来华对北京联合张家口申
办 2022年冬奥会的筹备工作进行实地评估考察。

评估委员会对候选城市进行实地考察，是奥运会申
办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规定程序，是在其认真审阅候选城
市《申办报告》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技术层面的考察交流。
此次来华考察的国际奥委会2022评估团由19人组成，其
中评估委员会成员共有 12 名，由国际奥委会委员亚历山
大·茹科夫（俄罗斯）担任主席，还包括巴里·迈斯特（新西
兰）、亚当·宾吉利（英国）、竹田恒和（日本）等 3 名国际奥
委会委员，以及 8 名国际奥委会有关领域专家。除评估
委员会成员外，评估团成员还包括国际奥委会工作团队。

北京冬奥申委副秘书长、新闻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
人王惠表示，这次评估委员会对 2022年冬奥会候选城市
的考察，是国际奥委会通过《奥林匹克 2020 议程》后，对
候选城市的首次考察。评估考察期间，评估团将听取北
京冬奥申委的主题陈述、进行现场勘察，并通过回答问
询、沟通交流等环节深入了解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冬奥
会情况。主题陈述包括愿景、遗产与参与、总体理念、体
育和场馆、奥运村等 14 个主题。评估委员会成员还将实
地考察北京、延庆、张家口 3 个赛区的竞赛和非竞赛场
馆。为迎接国际奥委会的考察，京张两地正进行着积极
高效的准备。

结束对北京的考察后，评估委员会将综合审阅《申报
报告》和评估考察情况形成《评估报告》，上报国际奥委
会，并于 6月初反馈给候选城市。

本报讯 记者薛海燕、通讯员吴爱梅报道：一位年轻
的父亲抱着女儿正大步迈上斑马线，忽然响起女孩稚嫩
的童音，“爸爸，红灯，等等！”年轻的父亲反应过来，赶紧
停了脚步；游人如织的紫金山游道上，一位老年游客喝完
牛奶后，顺手把纸盒扔在路边。一位少年走上前，捡了
起来，丢进垃圾箱。老年游客看到了，上前向少年郑重
道谢⋯⋯2014 年春，以“八礼四仪”为核心的《江苏省未
成年人基本文明礼仪规范》正式出台，并在全省所有中小
学及幼儿园全面推广。作为全国首个未成年人文明礼仪
规范，通过全年“践礼修德，从小抓起”的规范运作之后，
学礼仪、践礼仪的好风尚有如一股春潮，从校园涌向社
会，从幼小的心灵逐步滋润到成人世界。

“未成年人担当着中华民族的明天，担负着祖国的未
来，精神文明的大厦能否牢牢矗立，关键在他们。”江苏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必须关怀未成年人的思想建设。”在江苏省委
宣传部大力推动下，以“八礼四仪”为核心、专门针对未成
年人的规范正式走进江苏 1700万未成年人的课堂。

《规范》将未成年人划分为幼儿园阶段、小学阶段、初
中阶段、高中阶段，不同阶段具体要求不一样。江苏省文
明办未成年人处处长拾峰告诉记者,“上幼儿园时，要学
会使用‘您好’、‘请’等文明用语，能在家长提醒下主动和
人打招呼；上小学时，不给同学起绰号，不说脏话、谎话；
上初中时，要做到与人交谈时目视对方，不打断别人讲
话，不强迫别人回答不愿意涉及的问题；上高中时，不打
听不泄露别人隐私，与人交谈时多给对方讲话时间。”

南京雨花实验小学积极探索让礼仪教育在家庭中继
续延伸下去。学校给每位家长都分发了一本“家校联系
簿”，家长可以对照小册子上的德育条目，孩子做到的就
在后面打个钩，因为简便易操作，家长们都很配合，老师
们能够及时获得反馈。“这种探索是值得的，它的价值远
比教学生一道数学题来得重要。”校长郭卫星说。

目前，“八礼四仪”已在江苏全省落地，其中 920 所示
范学校已按照要求开展了各具特色的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呈现出新招迭出、未成年人广泛参与的良好态势。

黑龙江：盯紧市场需求 调整种植品种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张文羽

“铁牛”穿梭不停歇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陈富春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将来华
考察2022年冬奥会申办工作

本报讯 记者代玲报道：“出境旅游请注意自己的形
象，不要有不文明的行为。”近日，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
樟木口岸，聂拉木海关工作人员正在提醒出境游客文明
旅游。为增强游客文明旅游意识，聂拉木海关加强了文
明旅游宣传。在樟木口岸出入境通道，聂拉木海关的电
子显示屏上有文明旅游提示。“前些时的春节和藏历新
年期间，每天出境游客人数是淡季的几倍。我们除了在
电子显示屏等醒目位置加强文明旅游宣传，还在游客出
境登记时特别提醒他们尼泊尔的风俗礼仪及相关旅游管
理规定。”聂拉木海关工作人员邓艳琳告诉记者。

口岸边，来自广东的赵瑜和王琳正在和司机商量前
往加德满都的车费。谈起文明旅游，她们认为，出境旅游
不仅关乎个人的形象和素质，更代表了国家的形象。为
让旅游更顺心，两人出发前特意查询了尼泊尔当地的风
俗习惯。由于第一次到西藏，她们还在网上查找了不少
关于西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资料。说话间，王琳掏
出她的旅行日记本，展示搜集到的在西藏和尼泊尔旅行
的注意事项，密密麻麻整整两页。

“如果不了解当地风俗，闹了笑话事小，万一因不尊
重民族习惯而引发纠纷，就不好了。尊重别人也赢得别
人尊重，大家都开心嘛！”王琳说。喜欢旅行的王琳说，旅
途中看到过不少因不文明行为而导致纠纷，闹得旅途不
愉快的事情。她认为，出来旅游是为了开心，如果旅行者
注意自己的行为，就可以避免不少麻烦，也赢得他人尊
重。在他乡旅游，要尊重当地风俗，爱护当地的一草一
木，树立讲文明的良好形象。

文 明 旅 游 新 风 尚

江苏规范未成年人文明举止

“八礼四仪”春风化雨

聂拉木海关做好出境游提示

文明教育深入人心

3 月 21 日，江西省南丰县付坊乡付坊村村民在集

中育秧。春分前后，南丰县农民抢抓农时，集中育秧，

为水稻高产稳产打好基础。新华社记者 陈子夏摄
集中育秧促高产集中育秧促高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