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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2 日 电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国 家 主 席 、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文物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他强调，文
物 承 载 灿 烂 文 明 ，传
承 历 史 文 化 ，维 系 民
族 精 神 ，是 老 祖 宗 留
给 我 们 的 宝 贵 遗 产 ，
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 明 建 设 的 深 厚 滋
养。保护文物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习近平指出，近年
来，我国文物事业取得
很大发展，文物保护、
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
提高。但也要清醒看
到，我国是世界文物大
国，又处在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
物保护工作依然任重
道远。

习近平强调，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
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
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
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
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贯彻“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加强管理”的工
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
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
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
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
群众。各级文物部门
要 不 辱 使 命 ，守 土 尽
责，提高素质能力和依
法管理水平，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努力走
出 一 条 符 合 国 情 的 文
物保护利用之路，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作 出
更大贡献。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出批示强调，加强文
物保护，是要让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当代社会，厚植道德沃土，用文明的力量助推发展进步。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本着无愧历史、无愧未来的责任心，依法履行管理
和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的文物保护工作。要坚持统筹规划、
保护为主、保用结合，在严格保护文物的基础上，有效挖掘文物蕴含的
历史、文化和科学等价值，充分发挥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
能。要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努力形成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新格局，让
宝贵遗产世代传承、焕发新的光彩，为繁荣文化事业、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全国文物工作会议 12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
的批示并讲话。她说，文物工作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彰显文明大国形象中的作用不可替代。要深
刻把握新形势新要求，明确责任、重在保护、拓展利用、严格执法、完善
保障，推动新时期文物工作迈上新台阶，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生
改善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北京、山西、浙江、陕西有
关负责同志作大会发言。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紧紧围绕“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
确新时期文物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推动文物工作再上新台阶。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中央
和国家机关、在京文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部分在京文物界专家参加
会议。

习近平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

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李克强作出批示

新华社北京 4月 12日电 （记者李忠发）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2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尼日利亚总统
布哈里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决定，共同推动中尼战
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尼建交 45 周年。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两国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成果丰硕。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的大环境下，深
化中尼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
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有利于非洲和世界实现和平、稳
定、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尼都肩负着艰巨的发展任务。
两国发展战略契合，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
应促进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双方要保持高层
交往良好势头，密切各领域友好往来，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不断
增进战略互信。中方愿同尼方深化在农渔业、炼

油、矿产开发、机电、轻工、纺织、加工制造等领域
互利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方愿优先
支持尼方破解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
三个制约尼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瓶颈。中方愿
同尼方加强文化、教育、媒体、青年、妇女等领域交
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中方支
持尼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尼
方就非洲和平安全、气候变化、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作。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和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发展同非洲国
家友好合作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中非
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取得巨大成功，中非双方
共同绘就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蓝图。中方将
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全面落
实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把实现自身发展同助力非

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布哈里表示，很高兴尼中建交 45 年来，两国关

系取得长足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尼方感谢
中方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的大力帮
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令世人敬佩，去年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为新形势下中国同非
洲国家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尼中合作带来更
大潜力。尼方愿加紧落实两国达成的协议，拓展同
中方在农业、矿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领域互利
合作，为尼国家经济多元化发展、促进就业提供助
力。尼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基础设施、产能、
投资、航空、科技、金融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布
哈里举行欢迎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
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等出席。

习近平同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决定共同推动中尼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巍巍云岭，三江奔腾。
云南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众多水系的上

游。这里有“三江并流不交汇”的瑰丽之景，也有“江
流到此成逆转”的奇伟之观，不过最动人心弦的，却
是金沙江畔“晴山滴翠水挼蓝”的纯美之境，车行江
岸上，宛若人在画中游。

作为长江干流的上游河段，金沙江在云南的流
域面积达 10.95 万平方公里。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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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云南省干部群众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共识。

生态，是优势也是教训

在云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施本植看来，“富生

态”和“穷经济”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强烈反
差和突出矛盾。

论生态，云南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 4.1%，却囊括了除海洋和沙漠
之外所有的生态系统类型，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省份。全省 129 个县（市、区），属于国家层面限
制开发区域的有 18个，省级限制开发区域有 69个。

论经济，云南是一个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等
特征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2015 年全省生产总值
13717.88 亿元，仅为长江中游湖北省和下游上海市
的一半左右；人均 GDP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七成，
仍有 471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 12.7%。

既要承担维护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
战略任务，又要如期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殊为不易。“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

境为代价”，在云南采访，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生态优
先的理念几乎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共识。原因何在？

3 月 1 日清晨，滇池草海的永昌湿地草色葱茏，
鸟鸣啁啾。记者遇到了正在晨练的李家全。他是附
近新河村的农民，为了支持滇池治理，他不能再用网
箱养鱼了，家里的田地也被租用，通过工程措施恢复
成了湿地。对于这些付出，李家
全说，“把一潭臭水变清了不容
易，值得。” （下转第三版）

（更多报道见四版）

金 沙 碧 水 千 秋 画金 沙 碧 水 千 秋 画
——云南省推动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纪实云南省推动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纪实（（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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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度转向，形成著名的“万里长

江第一湾”。 张文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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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汉杨双牛哭了。
这是他第二次在李保国面前哭，只不过这次面

对的是一张黑白遗像。4 月 10 日凌晨，58 岁的李
保国因突发心脏病永远地走了。

20 年前，一场暴雨“洗劫”了河北省内丘县岗
底村，面对满村狼藉，一向硬气的村子带头人杨双
牛哽咽难言。跟随科技救灾团来的李保国盯着杨
双牛手上又黑又干的苹果沉默片刻，坚定地说：“你
要是愿意，我们把苹果做起来。”多年后，承诺变成
了现实：岗底卖出了 100 元一个的“天价”苹果，成
了太行山上的富裕村。

李保国的微信名叫“老山人”。这位每年都有
200 多天奔波于太行山的“老山人”，将几十项科技

“种子”播撒在 1826 万亩的山地上，累计增加农业
产值 35 亿元，为太行山区农民增收 28.5 亿元，带动

10余万山区农民脱贫致富。
4 月 12 日，保定殡仪馆哀乐低回。前来吊唁的

两千多人排成长队。邢台市浆水村的 20 多位村民
自发赶来，噙着泪拉起吊唁横幅；秦皇岛土门子镇
的马春海驱车 5 个小时赶到，不愿相信刚说过“我
过段会再来”的技术恩师永远不会再来了。

这一天，风吹过漫山遍野的果树，花落如雨，仿
佛在祭奠这位“老山人”。

始终坚守科技扶贫信念

“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追悼会现场，从邢台
县浆水镇前南峪村赶来的村党委书记郭天林眼眶
泛红。“怎么说走就走了？”他低头自语。

“山是和尚头，下雨遍地流，冲毁河滩地，十年
九不收”。过去提起前南峪村，人们总是摇头。如
今，这片曾经“鸟不拉屎”的荒山秃沟摇身一变，成
为太行山最绿的风景、重要的苹果生产基地。

“村里 1200 多亩苹果园，以前年产苹果 7 万公
斤，现在是 140 万公斤，村子年收入 860 万元。”郭
天林感慨地说，前南峪村的巨变，离不开李保国。

上世纪 80 年代初，李保国到前南峪村搞山区
开发研究。治山之余，李保国主动提出指导村民管
理苹果树。没料刚开口，就碰了“一鼻子灰”。

队长郑津玉问他：“你哪年生的？”
李保国说：“1958年。”
郑津玉撇嘴笑了：“我 1956 年就开始管果园

了，到这儿来的教授多了去了。”
李保国也不怯：“你先分给我100棵树管管看。”
一片质疑声中，李保国开始修剪分给他的果

树。一年下来，他管理的果树，结出的果子大、颜色
好、味道正，两块五一斤供不应求，市场上的苹果只
能卖到三四毛一斤。两相对比，村民们服了气，纷
纷找他来“取经”。

“要让农民相信新技术，就得先做给他们看。”这
是李保国常说的一句话。让农民信服不是件容易
事。1997年，李保国带着新技术来到邢台市内丘县
岗底村。他教村民给苹果套袋，有人抱怨：“衣服人
都不够穿，还给苹果穿两层？把苹果捂烂了咋办？”

农民讲究眼见为实，那时没人拿他当回事。有
几次，李保国骑着自行车到相邻的白塔村，主动“兜
售”他的“苹果经”，接连去了四五次都被村民以“没
空”的理由，拒之门外。实在禁不住叨扰，一位农民
告诉他，“别再来了，我想刨掉苹果树种玉米”。

怎么办？一番权衡，李保国掏出几万元科研经
费，买来纸袋，手把手教岗底村农民给苹果套袋。
事实让村民笑开了花，套袋的苹果产量没减反而增
加，而且颜色“跟城里小姑娘的脸一样粉扑扑的！”

在李保国的指导下，如今的富岗苹果成了中国
驰名商标。“全面建小康，难点在山区；扶贫攻坚，科
学技术是杠杆。”秉持这个信念，李保国先后帮助邢
台县前南峪村等 16处穷山区走上致富路。

（下转第二版）

“ 老 山 人 ” 走 了
——追记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上）

本报记者 雷汉发 董碧娟 沈 慧

李保国教授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容。

（资料照片）

本报北京 4 月 12 日讯 中央宣传部等六部门 12 日上午在京举办
“展望十三五”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高虎城
在报告中表示，“十三五”时期，要牢固树立开放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
进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围绕实现
政策、设施、贸易、货币和民心“五通”，加强与相关国家战略对接；要推
动我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推动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
优出；要提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水平，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
展，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完善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要积
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详细报道见第十版）

二版刊登

真 情 书 写 大 爱 篇 章

“展望十三五”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举行

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文物工作者热议习近平总书记

对文物工作重要指示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