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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位于贵州省铜仁市万
山区高楼坪乡大树林村的九丰山地高
效农业园，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游客，绿
的黄瓜、红的番茄⋯⋯数十种蔬果长
势喜人，生机勃勃。

据项目负责人冯安源介绍，园区
集蔬菜种植、农产品深加工、旅游观光
等为一体，全部建成后，可辐射带动周
边群众种植蔬菜 5 万亩，年生产优质
蔬菜 3万吨，产值超过 3亿元。

万山区素有“中国汞都”之称，历
史上是我国重要的汞工业基地。随
着资源枯竭，该区也经历了一段“艰
难岁月”。近年来，该区积极发展山
地农业、工业旅游，推进矿渣等废弃
资源再利用，初步走出了一条绿色

“重生”之路。
万山之变，折射的是贵州建设生

态文明的不懈努力。
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省

份，贵州坚持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
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生态
文明理念融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推动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一起守、两
个成果一起收，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时期，贵
州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 5 年位居全
国前列，2015 年 GDP 总量突破万亿
元关口，同时森林覆盖率超过 50%，
较 2010年提高近 10个百分点。

在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中，贵州首先抓好顶层设计。按照中央部署，该省结合实际制定了

《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了《贵州省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规划
（2013—2020 年）》和实施方案，从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构建生态
产业体系、推动城镇化绿色发展、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
推进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大力推进生态文化建设等方面明确了一
系列具体举措。同时改变考核“指挥棒”，对于生态脆弱的地区，取
消 GDP 考核或者降低权重，引导地方党委政府把发展的重点放到
生态文明建设上来。

此外，该省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上开展了一系列探索，
先后出台了我国首部省级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法规，在赤水河、
乌江流域开展了 12 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试点等，有力推进了生
态保护。 （下转第八版）

（更多报道见第十版）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者刘

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日在钓鱼台国
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习近平欢迎潘基文秘书长第十次
访华，并积极评价潘基文担任联合国秘
书长 10 年来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
际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全
球性挑战所作努力，为加强联合国同中
国合作所作贡献。习近平指出，当前中
国同联合国合作不断深化。作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将继续做联合国的坚定支持
者、维护者、参与者。

习近平强调，多样性是世界前进的
动力和源泉，各国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机遇和
繁荣，也带来挑战和麻烦，需要加强全球
治理，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
们要继续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倡导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建立反映世界多
极化现实、更加强调以规则制度来协调
的国际关系。我们要致力于政治解决国
际热点问题，倡导对话协商，坚持标本兼
治，并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

习近平欢迎潘基文出席9月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习近平指出，中
方高度重视并同联合国在发展和气候变
化等问题上开展了密切合作，取得了重
要进展。中方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聚焦发展问题，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就是要助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方倡导设立亚投行，并愿同联合国、世
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就是要同
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潘基文再次对中国士兵在马里维
和遇袭表示慰问，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和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潘基文表
示，中国对联合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

献，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
变化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习近平
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
会期间就维和行动、南南合作提出了重
要理念和具体倡议，对相关领域国际合
作产生重大影响。我赞赏中方作为六
方会谈主席国为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所作努力。联合国愿同中方倡导建立
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加强合作，
促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我期
待着今年 9 月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杭州峰会。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者刘

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日在钓鱼台国
宾馆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

习近平欢迎奥尼尔总理在中国和
巴新建交 40 周年之际正式访华，并祝
贺访问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指出，
40 年来，中国和巴新关系取得历史性
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益。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推动两
国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巴新双方要加

强高层沟通，扩大各领域交流，增进政
治互信。中方赞赏巴新方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将一如既往尊重巴新方根据自
己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巴新维护
国家独立、促进国家发展的努力。双方
要积极拓展务实合作，更好对接发展战
略，深化贸易、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
设、农业渔业等领域合作，抓紧落实好
商定的项目，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双方要扩大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
促成两国更多省结好，并以庆祝建交

40 周年为契机，办好有关文化交流活
动。双方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的沟通和协调。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强
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
坛、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边机制中的协
调和配合，同时积极拓展气候变化、可
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
国家利益。中方支持巴新方举办 2018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奥尼尔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
年，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巴新方的支

持和帮助。奥尼尔表示，巴新方高度重
视同中方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
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
中方深化经贸、能源、金融、旅游等各领
域合作，增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和地
区事务中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发展中国
家利益。在南海问题上，巴新方尊重中
国政府的立场，鼓励由直接当事方通过
对话和谈判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有关
海上争议。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虽然不靠海、不沿边，但重庆人如
今日子过得很洋气：早餐喝杯新西兰牛
奶，聚会开瓶法国红酒，做饭用德国炒
锅，煮几只阿根廷红虾，睡前再敷张韩
国的面膜⋯⋯更惬意的是，如此买遍全
球，无须在电脑上海淘后苦苦等待，搭
个轻轨到两江新区就可以轻松搞定。
而且，这些洋货都是保税的，价格很“接
地气”。

洋气生活的背后，是重庆近年来坚
守开放理念、力行开放举措的卓有成效

的实践。其敢想敢干、先行先试，颠覆了
“内陆做不了开放前沿”的旧观念，演绎
了“只要转过身，后方就变成了前沿”的
大智慧。重庆人已经可以自豪地说，内
陆开放高地正在这里崛起。

其中，两江新区作为内陆首个国家
级开发开放新区，从设立始，就承载了探
索内陆地区参与国际市场新路径的重要
使命。如今，两江人已可以自豪地说，这
里是内陆开放最重要的门户、龙头。“十
二五”期间，两江新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183亿美元、内资5105亿元，分别占到全
市的 34.5%、15.7%；完成进出口总额
1500亿美元，吸引129家世界500强企
业落户，占全市一半以上。

设施建设：打通参与国

际市场大通道

摊开地图可以看到，丝绸之路经济
带主通道“渝新欧”国际铁路，中印孟缅
经济走廊，以及长江经济带 3 条大通道

构成了一个大大的横向“Y”字。这个
“Y”字的中心连接点，正是重庆。而位
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坐拥空港、水
港及铁公一体的两江新区，更是连接点
上的核心，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
独特区位优势。

但重庆早已明确认识到，开放不是
一种基于地理区位的概念和产物，更重
要的是基于全局视野的设施建设。

“开放式”设施建设是既四通八达
又无缝对接的。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

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就要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

进。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就要始终牢记现

阶段的主要任务，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

成、不断演进。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国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

遇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从国内看，主要是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

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三大节点；从国际看，全球贸易进入低迷

期，我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发展新常态呈现的新特点和

新变化，既凸显了亟待化解的种种困难与矛盾，也孕育了我国经济

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重大机遇。

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不仅要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还要

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当务之急是把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穿于发展实践之中，更加有的放矢地适

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坚持以新理念引领新常态，要把创新发展摆在第一位，把协调

发展作为制胜要诀。通过创新发展，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

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把创新作为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

通过统筹协调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补

齐短板，在协调发展中释放潜力，增添后劲。

坚持以新理念引领新常态，既要尊重自然，也要顺应时代。在

对待自然问题上，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

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对外开放问题上，要面对

经济全球化潮流谋发展，不断增强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

性和能力，切实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坚持以新理念引领新常态，尤为重要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既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

“蛋糕”做大；又要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坚持以新理念引领新常态，贵在行动。

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南，加快形成崇尚

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机制和环境，推动

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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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秉泽

坚持以新理念引领新常态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习近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内陆腹地崛起开放门户
本报记者 贺浪莎 冉瑞成 刘 亮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 7 日宣布：经中欧双方商
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 7 月 12 日
至 13 日在北京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
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十
八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会见与会的欧盟机构两主席。

洪磊表示，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是
中欧最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对中欧关系
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双方领导人
将对中欧关系未来发展作出进一步指
导和规划，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重大
国际议程交换意见。

洪磊说，当前，中欧关系发展正日

趋成熟、深入，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
大伙伴关系建设全面推进。去年第十
七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决定对接“一
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建设中
欧投资基金、互联互通、数字化、法律事
务对话和便利人员往来五大合作平
台。目前五大平台建设均取得积极进

展。双方还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保持
密切沟通与合作。

洪磊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欧
关系，愿以第十八次领导人会晤为契
机，不断开拓创新，增进相互理解，深
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再上
新台阶。

第十八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将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将会见与会的欧盟机构两主席

左图 7 月 7 日，江西遂川县万亩双季稻高产种

植示范基地里，农民在忙着收割早稻、赶插晚稻，正

式进入“双抢”季。 李建平摄

下图 7 月 7 日，山东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林桥

村农民在给玉米喷施农药。 孙启路摄

小暑节气到 农收农管忙
7月 7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各地农民抓

住农时，抢种抢收，加强田间管理，田间地头到处都
是一片忙碌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