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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华 沙 6 月 20 日 电 记 者 王满 王宝

锟 王志远报道：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
沙同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评
价中波传统友谊和双边关系发展，一致决定将
中波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交流
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指出，波兰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
建交的国家之一，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建
交 67 年来，中波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中
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以来，两国高层交往频
繁，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方兴未艾。
中方珍视同波兰的传统友谊，愿同波方一道，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深入发展。双方要增进
互信，把握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方向；要对接
发展战略，将政治互信转化为可持续的务实合
作成果，希望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合作项目能
够在双方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发挥带头作
用，推动中波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要深化经
贸、金融、农业、高技术领域合作，丰富双边
关系内涵；要巩固友好，全面推动人文领域交
流合作，进一步采取措施便利人员往来。

杜达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波

兰。波中高层交往密切，拥有良好政治互信和
传统友谊。波兰钦佩中国发展成就，愿在波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通过中国—中东欧
国家和“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及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深化同中国经贸、人文等各领域
合作，使波兰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窗口。波方
愿同欧盟国家一道支持中方办好第 18 次中国欧
盟领导人会晤。

两国元首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一致决定建
立中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各领域务实合
作，让两国民众真正分享双边关系提升带来的
实惠。

双方同意互尊互信、平等相待，切实理解
彼此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高层交往，扩大立
法机构、政府部门、政党和地方交流，充分发
挥政府间交流合作机制作用，加强在联合国、
亚欧会议等多边组织和国际事务中协调合作。

双方同意加强各自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互
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尽早启动具有示范意义的重大项目，争取
早期收获。推动中波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扩
大双方合作领域和成果。鼓励两国企业加大相

互投资，拓展农业、金融、通信、环保、高技
术、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双方同意全面推动人文领域交往，加强文
化和教育交流，加强旅游合作，促进地方合作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加强体育交流，互学互
鉴。通过上述为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夯实社
会基础。

双方同意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对接欧盟
重大倡议，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支持全面落实 《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推
进建设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
关系。希望中欧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今年 9 月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波兰共和国关于共同编制中波合作规划纲要的
谅解备忘录》 以及信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
设、产能、教育、文化、税务、质检、海关、
航天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出席上述活动。

本 报 华 沙 6 月 20 日 电 记 者 王满 王宝

锟 王志远报道：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波兰总统杜达在华沙总统府举行的隆重欢迎
仪式。

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乘车抵达总统府，受到波兰总统杜达和夫人阿
加塔热情迎接。军乐团奏中波两国国歌。习近平
在杜达陪同下检阅仪仗队。检阅结束时，习近平
问 候 波 兰 士 兵 “ 战 士 们 好 ”， 士 兵 响 亮 回 答

“主席好”。两国元首夫妇同波兰政府、军界代
表以及各国驻波兰使节一一握手，并共同观看
分列式。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杜达和阿
加塔简短寒暄。习近平指出，中波两国人民在
不同历史时期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结下了深
厚感情和友谊。当前，中波传统友谊正焕发出
旺盛的活力。相信这一友谊一定会传承下去，
并发扬光大。

杜达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波兰，表示相信
访问会取得圆满成功，推动波中关系再上新台
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出席欢迎仪式。

出席波兰总统杜达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杜达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6月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沙同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6月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波兰总统杜达在华沙总统府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本报华沙 6 月 19 日电 记者王

满 王宝锟 王志远报道：19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下午抵达
波兰首都华沙，当晚即应邀来到贝尔
维德宫做客。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
时，波兰总统杜达和夫人阿加塔在停
车处迎接。

初夏的华沙，清风徐徐，鲜花绽
放。贝尔维德宫庄重典雅，是波兰政
府 举 行 重 大 活 动 的 场 所 。 习 近 平
和杜达共叙中波传统友谊，共谋两国
关系发展大计。

习近平强调，波兰历史文化积淀
深厚，中波文化交流密切。两国人民

相互怀有友好感情。我这次访问的
目的，就是增进双方了解和互信，推
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国战略伙
伴关系。波兰是欧盟重要成员国，是
中东欧地区领头羊，中方愿同波方携
手努力，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以及中欧关系发展。

习近平指出，波兰地处欧亚大
陆十字路口，是“琥珀之路”和“丝
绸之路”的交汇点，具有独特区位
优势。中方欢迎波方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愿同波方一道，加强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合作，深
入挖掘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 域 合 作 潜 力 ，力 争 取 得 更 多 成
果 。 中 方 欢 迎 波 方 作 为 创 始 成 员
国 积 极 参 与 亚 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建设。

杜达表示，去年我成功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巨大成就令我印象深刻。近年来，
波中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相
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进一步提高波
中关系发展水平。波兰作为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愿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波中在基
础设施建设、铁路、物流运输等领域
合作。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晤
六月十九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下午抵达波兰首都华沙

，当晚

即应邀来到贝尔维德宫做客

。这是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杜达夫妇共同欣赏波兰

马佐夫舍民族歌舞团的精彩演出

。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据新华社南京6月20日电 （记

者蒋芳 蔡玉高） 记者 20 日从国
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获悉，基于全
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
光”系统的三项全机应用入围国际
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
登贝尔奖。

20 日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超算

大 会（ISC）上 公 布 了 新 一 期
TOP500 榜单，国家 863 计划重点
项目、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登
顶该份榜单。更为关键的是，“神威·
太湖之光”实现了全部核心处理器
的国产化。

据了解，被称作超算应用领域

诺贝尔奖的“戈登贝尔”奖，从 1987
年建立以来，中国团队从未入围。
今年，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系统的
三项全机应用已经入围，占全部入
围数量一半。三项应用分别为中科
院软件所与清华大学、北师大合作
的“全球大气非静力云分辨模拟”；
国家海洋局海洋一所与清华大学合
作的“高分辨率海浪数值模拟”；中
科院网络中心的“钛合金微结构演
化相场模拟”。

我国超算三项应用入围国际最高奖

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在中国革
命处于低潮的危难之际，以毛泽东、
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从此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
命的摇篮”。

今天，在决胜同步全面小康的
征程中，在党中央、国务院深切关怀
下，井冈山人民凝心聚力，迈出了脱

贫攻坚的坚实步伐。时值建党 95
周年之际，《经济日报》记者重访革
命圣地井冈山，感受老区发生的巨
大变化。

井 冈 山 位 于 罗 霄 山 脉 中 段 ，
从火车站到井冈山大多是山路。
车 开 了 10 来 分 钟 之 后 路 开 始 盘
旋，随着高度的上升，路边的景
色也在车窗外拉开了层次，近山
翠、远山绿，深浅相迭，浓淡交
错，一片碧海茫茫的风光，让人
如 痴 如 醉 。 40 分 钟 后 ， 茨 坪 镇
到了，这里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和 井 冈 山 革 命 烈 士 陵 园 的 所 在

地，也是游客来到井冈山的必到
之处。

怀 着 崇 敬 的 心 情 ，记 者 来 到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烈士陵园
于 1987 年 10 月 建 成 ，占 地 400
亩，整体建筑包括陵园门庭、纪念
堂、碑林、雕像园、纪念碑五大部
分。听着解说员的讲解，看着嵌
刻在纪念堂大厅四周墙上一排排
烈 士 英 名 录 ，敬 仰 之 情 油 然 而
生。“在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时
期，有 4.8 万红军战士英勇牺牲，
有 3 万多革命烈士连姓名都没有
留下。” （下转第三版）

井冈山：迈出脱贫攻坚铿锵步伐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本报山东莱州6月20日电 记
者王金虎、通讯员王杨报道：828.5
公斤，全国冬小麦单产新的纪录今
天在山东莱州市诞生。经过农业部
组织的由 4 省专家组成的小麦高产
验收组，对莱州市小麦高产攻关田

进行实打验收，最终得出的数据比
2014 年创造的冬小麦单产纪录高
出 11.5 公斤，至此，我国冬小麦单
产首次突破 820公斤大关。

莱州市位于北纬 37°附近，是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历史上多次

刷新全国冬小麦最高纪录、黄淮海
区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这次的
小麦高产试验选用了烟台市农科
院 选 育 的 小 麦 新 品 种“ 烟 农
1212”，品种具有千粒重大、抗倒伏
等超高产品种特征，又采用了培肥
地力、氮肥后移、一喷三防等多项
冬小麦栽培关键技术，精心管理，
终于创出了新纪录。

我国冬小麦单产创828.5公斤纪录

（（详见第六版详见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