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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 华 社 哈 尔 滨 5 月 26 日
电 （记者李宣良 王天德）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5 月 24 日、25 日亲切
看望慰问驻黑龙江部队，代表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广大官兵致以
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强调，基层
是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基础，实
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需
要广大基层官兵共同努力，要适
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推动基
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初夏时节，广袤的龙江大地
花繁林秀、江阔风清。位于黑龙
江、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抚远三角
洲，地处我国的最东端。24 日
上午 11 时许，习近平来到驻守
在黑瞎子岛上的黑龙江省军区边
防某团 10 连，看望连队官兵，
同大家合影留念。对基层官兵，
习近平一直牵挂在心。这次在黑
龙江调研，尽管日程安排很紧，
习近平还是专门抽出时间来到边
防一线。

习近平勉励官兵坚持抓好党
的理论武装，弘扬我党我军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争做“四有”新
一代革命军人；坚持以执勤训练
为中心，培养英勇顽强的战斗作
风；坚持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增强
连队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坚持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严格部队管
理，确保部队安全稳定。

随后，习近平步行前往东极
哨所。该哨所被誉为“东方第一
哨”，是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
国的地方。习近平登上 30 米高
的哨楼，察看执勤设施，询问执
勤情况，同正在执勤的哨兵交
谈。哨兵刘威自豪地说，驻守在
祖国的最东方，很神圣，请主席
放心，我们一定为祖国站好岗、
放好哨。看到哨兵们精神饱满、
劲头十足，习近平十分欣慰，他
在观察情况综合登记本上签下自
己的名字，并同两名哨兵合影，
对他们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一
直惦念着你们，大家辛苦了。

离开哨所，习近平来到连队
勤务指挥室，听取连队建设和执
行任务情况介绍。得知连队建设
信息化程度较高，执勤、巡逻设
施齐全，官兵冒严寒、战风雪、
抗洪灾、斗蚊虫，有效完成了各
项任务，习近平十分高兴。他叮
嘱大家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
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

战士们睡觉冷不冷？能不能
洗上热水澡？连队伙食怎么样？
习近平对基层官兵生活十分关
心。他走进战士宿舍，边看边问。在连队思想
政治教育展板前，习近平听取了改革强军主题
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听到连队党员作用发挥明显，习近平希望大家
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习近平强调，各级要把基层官兵放在心
上，倾听官兵呼声，回应官兵期盼。要适应新
的领导指挥体制，改进抓基层的工作机制和方
式，使各项工作接地气、暖人心。官兵们表
示，一定牢记重托、不辱使命，以实际行动回

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关爱。
25 日上午，习近平在哈尔滨接见驻黑龙

江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作战团单位主官，同
大家合影留念。

范长龙和宋普选、褚益民等参加有关活动。

习近平在视察驻黑龙江基层部队时强调

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推 动 基 层 建 设 全 面 进 步 全 面 过 硬

5 月 24 日、2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看望慰问驻黑龙江部队，代表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向广大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这是 5月 24日，习近平视察驻黑瞎子岛边防某团 10连，了解连队建设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记者刘华）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6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印度总统慕克吉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同意共同努力，发扬中印文明互鉴传统，加强两国
全面合作，将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促进双方
共同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印关系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
期。双方一致同意深化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构建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并为此作出了
全面战略规划，明确了合作框架。当前，双方要把握中印关
系发展大方向，坚持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主旋律，扩大两国
合作面，培育更多增长点，使中印关系发展得更快、更好，更
多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筑牢政治互信基石。两国领导人应该
保持战略沟通，完善中印关系顶层设计。双方要用好各类双边
对话机制，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要释放务实合作潜力，
推动铁路、产业园区、智慧城市等合作实现早期收获，探讨在新
能源、节能环保、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加
强产能、投资、旅游、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双方要拉紧人文联
系纽带，继续积极落实中印文化交流计划。中方愿同印方探讨
简化各类手续，便利两国人员往来，加强地方交流。双方要努
力拓展两国安全执法等领域合作，促进两国共同安全。双方要
妥善处理有关分歧。中方赞赏印方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习近平指出，中印应积极看待并支持彼此参与地区和国
际事务，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成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维护
者、区域融合的倡导者。双方要相互支持、密切协调，办好今
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
同印方探讨将“向东行动”倡议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双方
要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共同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成一个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融
资平台，推动早日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慕克吉表示，印中都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两大新兴经
济体和重要力量。印中传统睦邻友好在印度拥有广泛民意
基础，发展好印中关系获得印度各党派一致支持。习近平
主席 2014年对印度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开启了印中
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当前，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
畴，印中合作可以促进两国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印
方愿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扩大同中方贸易、投资等领域合
作，加强人文交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印方感
谢中方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支持。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慕克吉举
行欢迎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国务委员
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等出席。

习近平同印度总统慕克吉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加强中印全面合作

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记者侯

丽军） 首届中法文化论坛 26 日在人民
大会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
统奥朗德分别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向论坛的举办表示
祝贺，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指出，中法两国都是拥有悠久
文明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中法
虽然远隔万里，但两国独具特色和丰富多
彩的文化使两国人民相互吸引，对彼此文
化精华由衷欣赏。中法文化相互交流、相
互促进，不仅为推动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注
入强劲动力，也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互
鉴和世界文明多样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首届中法文化论坛以
“‘一带一路’：文明的对话与融合”为主
题，传承丝路精神，有利于深化中法文化
交流。希望中法文化论坛能够成为促进
中法两国人民心灵相通、借鉴对方文化
优长的一个重要平台，共同谱写中法文

化交流合作新篇章。
奥朗德在贺信中表示，法中关系在

各个领域不断巩固与丰富，文化在两国
关系中始终占据特殊地位，应鼓励双方
加强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扩大共
同利益。此次论坛体现了中方对法国文
化及两国交流的重视，法方全力支持举
办此次论坛。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她表示，中法两国文化源远流长，近年
来人文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内涵日益丰富，
希望两国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难得机
遇，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为建设更加紧密持
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动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法
国前总理拉法兰、政府与议会关系国务
秘书勒甘等出席开幕式。

首届中法文化论坛为期 3 天，来自
两国文化、艺术、经济、教育界人士参加
相关活动。

习近平和奥朗德向首届中法文化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6日就斯里兰卡洪灾和山体滑坡
向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致慰问电，对
斯里兰卡洪灾和山体滑坡中的遇难者表
示哀悼，向受灾民众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中国政府
愿全力支持斯里兰卡政府开展救灾工
作，中方有关部门将同斯方密切配合，在
现有工作基础上，根据斯方需求，继续为
斯里兰卡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相信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

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26日就斯里兰卡近日发生的
洪灾和山体滑坡向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
辛哈致慰问电，向斯里兰卡政府和灾区人
民表示诚挚慰问，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

李克强在慰问电中表示，中方对斯
里兰卡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愿为斯方
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相信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一定能早
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就斯里兰卡洪灾和山体滑坡

习近平向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致慰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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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2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看望慰问驻黑龙江部队，代表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向广大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这是 5 月 25 日，习近平在哈尔滨接见驻黑龙江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

作战团单位主官。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要
想在国际竞争中成为强者，要想实现经济中高
速增长，让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就必须让创
新要素舞动起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发展引擎当转换

在中粮集团的生产车间，肩挑背扛的人工
作业岗位已被机器人所取代，一台码垛机器人

一小时可以抓 2400 包 25 公斤的大米袋，代替
12个人的工作量。虽然购买一台机器人动辄几
十万元，但越来越多的企业还是开始用机器，因
为招工难让企业太头疼了。

数据显示，我国 16 岁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
口在 2011 年达到峰值 9.18 亿后逐步转入下降
通道，随着人口日趋老龄化，劳动力总量供应
不足。因此尽管工人工资全面上涨，但每到岁
末年初企业还是常常出现用工荒。

不仅是招工难，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转型
的严峻考验，长期以来靠牺牲环境成本，人为
压低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来维持竞争
优势和规模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
继。中国工程院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内地代
工苹果产品获得的劳动力价值比约 2%，远低
于美国所获得的创新设计研发的 60%。我国
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民航客机、航空发动
机、科学与医疗仪器、高端基础关键零部件等
也严重依赖进口。

这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正视的挑
战，要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撑经济转型升级和产
业结构调整，唯有用好科技创新这个革命力量
和有力杠杆，才能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
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

（下转第三版）

创 新 要 素 活 起 来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述评之一

本报记者 杜 芳

（（详见第三版详见第三版））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