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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1 日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
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创作
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
品。回信全文如下：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

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
看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与进步，感受
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

人民的那份深情。
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

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骑就诞生在你们
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
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
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
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
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
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
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
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
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
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

“红色文艺轻骑兵”。

习近平

2017年11月21日

乌兰牧骑的蒙古语原意是“红色
的嫩芽”，后被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

兵”，是适应草原地区生产生活特点而
诞生的文化工作队，具有“演出、宣传、
辅导、服务”等职能，深受广大农牧民
欢迎。1957 年，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内
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目前，内蒙古草
原上活跃着75支乌兰牧骑，每年演出
超过 7000 场。近日，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的 16 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
写信，汇报乌兰牧骑60年来的发展情
况，表达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
业作贡献的决心。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记
者谭晶晶 郑明达） 首届丝绸之路
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 21 日
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
坛发来贺信。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
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开幕之际，我谨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向论坛召开表示热烈
的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国民间
组织代表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
欢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从
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众多建设
成果。实践证明，加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提供了新平台、注入新动力。

民间组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
要力量。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
织合作网络是加强沿线各国民间交
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举
措。希望与会代表以这次论坛为契
机，共商推进民心相通大计，为增进
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贡献！

祝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
合作网络论坛取得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1月21日于北京

中联部部长宋涛在开幕式上宣
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他表
示，习近平主席对民间组织合作网
络建设十分重视和关心，专门向此
次论坛发来贺信。希望各国民间组
织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为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应有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来贺信，埃及前总理沙拉夫、罗马尼亚前
总理蓬塔和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孙家正分别致辞。

今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
“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为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
神，中促会发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致力于打造成“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民间组织交流信息、协调行动、加强合作的有效平
台。目前已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 多个民间组织加入合作
网络。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2017 年 6 月 23 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就攻克坚中之坚、解决难中
之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
部署安排。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
施意见》，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意见》 指出，西藏、四省
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
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

（以下简称“三区三州”），以及
贫困发生率超过 18％的贫困县
和贫困发生率超过 20％的贫困
村，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
贫困程度深，是脱贫攻坚中的硬
骨头，补齐这些短板是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的关键之策。

《意见》 提出，中央统筹，
重点支持“三区三州”。新增脱
贫攻坚资金、新增脱贫攻坚项
目、新增脱贫攻坚举措主要用于
深度贫困地区。加大中央财政投
入力度，加大金融扶贫支持力
度，加大项目布局倾斜力度，加
大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力度，加大
生态扶贫支持力度，加大干部人
才支持力度，加大社会帮扶力
度，集中力量攻关，构建起适应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的支
撑保障体系。

《意见》 提出，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要落实行业主管责
任，对“三区三州”和其他深度

贫困地区、深度贫困问题，予以
统筹支持解决。重点解决因病致
贫、因残致贫、饮水安全、住房
安全等问题，加强教育扶贫、就
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政
策支持和兜底保障工作，打出政
策组合拳。

《意见》 提出，地方要统筹
整合资源，紧盯最困难的地方，
瞄准最困难的群体，扭住最急需
解决的问题，集中力量解决本区
域内深度贫困问题。要落实脱贫
攻坚省负总责的主体责任，明确
本区域内深度贫困地区，制定计
划，加大投入。要做实做细建档
立卡，加强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和
精准退出，实现动态管理，打牢
精准基础。要加强驻村帮扶工
作，调整充实第一书记和驻村工
作队，明确工作任务，加强日常
管 理 。 要 实 施 贫 困 村 提 升 工
程，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体 系 建 设 ， 改 善 生 产 生 活 条
件，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壮大
村集体经济。

《意见》 要求，打赢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战，要继续发挥
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发
挥贫困地区贫困群众主动性创造
性，凝聚起各方面力量。坚定打
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的信
心，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略，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加强扶贫资金监管，解决形
式主义等倾向性问题，激发深度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内
生动力，确保完成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任务。

记者：十九大报告让您感触最深
的是什么？

雷军：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论断、新
提法和新举措，为中华民族指明了新
时期的发展方向，是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局面的纲领性文件。我为报
告所绘制的宏伟发展蓝图感到特别振
奋，迫不及待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最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报告中
提出的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因
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致力推动中国制
造业进步的人孜孜以求的目标：高品
质、高效率。

最近我再次学习十九大报告，有
了更深一步的领会。在我看来，十九
大报告指明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业的
方向，也明确指出中国消费升级的大

趋势已经到来。高品质和高效率不仅
仅推动了制造业升级，同时也推动消
费的升级。

记者：能否请您具体谈谈这两个
升级？十九大报告给了您哪些启发？

雷军：在消费升级方面，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正在进入消费升级时代，消费升
级不是产品越来越贵，而是同样的价
钱能买到更好的产品。小米公司成立
至今一直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
的好产品。十九大报告让小米人更坚
定了做好“新国货”的信念。

在制造业升级方面，多年来，我始
终坚持以“互联网+”带动中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作为企业的发展方向。小米

将互联网的效率和体验优势赋能到制
造业领域，并探索出品质为先、重视核
心技术创新、重视设计、用线上线下结
合的新零售模式提升商业效率等发展
思路，提高产品供给质量。此外，通过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运用，将供
给侧与消费者紧密连接，做到互通互
联、实时互动，激发消费活力。去年我
们在全球首创了全面屏，小米MIX在
全球科技界引发了轰动。在今年2月
份我们还发布了第一款中高端的手机
处理器芯片，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了重
大突破。

记者：从智能手机行业来看，中国
企业已经在全球牢牢占据了半壁江
山。能否谈谈您对未来的期待？

雷军：中国企业纷纷在全球拓展
市场，中国在核心技术上已经突飞猛

进，我们的局面越来越好。随着小米
等中国企业对创新的不断投入，依靠
中国强大的制造基础，中国企业的全
面崛起已经指日可待。

在手机之外，我们通过生态链的
方式，复制了一大批优秀企业，改造
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制造行业，证明了
我们中国企业也能有高品质、工匠精
神，用更好的用户体验去获得消费者
的认可，建立属于我国自己的消费
自信。

再次学习十九大精神之后，我也
更加坚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打造高品质产品，
用高效率的新零售模式推动产业创
新、推动消费升级，中国的经济实力必
将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必将越
来越美好！

习近平回信勉励乌兰牧骑队员

大 力 弘 扬 乌 兰 牧 骑 优 良 传 统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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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实施意见

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高品质高效率推动“双升级”
——访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

本报记者 陈 静

大国经略，重塑经济地理版图。
“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我国形

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
开放格局，也为城市区域定位带来
重大变局。向西看，中西部一改过
去区位和物流短板，成为中国全面
开放新格局中的新前沿。

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中西部
城市通过产业升级和功能重构，改
变了之前仅仅作为产业梯度转移的
被动接受者、发展上的“跟随者”的
地位，跳出区域局限和路径依赖，放
开手脚，大胆突破，在产业升级上走
出了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径。

从“跟着跑”到“并排跑”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部
是幸运的——在他们全面开
放大发展的时候，已有五大发
展理念指引，具有了绿色发展
意识、创新发展意识，避免了
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产业升
级得以从更高站位上开拓。

在郑州一个叫雏鹰的农牧公
司，《经济日报》调研组走进一个完
全模拟地中海乡间空气的大车间。
玻璃通道两边，悬挂着数千条发酵
火腿，场景甚是震撼。震撼的还有
技术，除了完全模拟地中海天气，他
们还完全采用地中海原产地手工拍
盐等技术，产品出口销量非常好，售
价也很震撼：存期最短即一年的一
条火腿也要卖3万多元人民币。

在人们印象中，内陆的企业往
往是沿海做什么他们就跟着学，甚

至等着东部的产业转移。这次中西部
城市调研，所见所闻完全打破了以往的
印象。雏鹰农牧并没有继续做超市堆
场的火腿肠之类，而是以供给侧改革思
维，对标生产全球最高端发酵火腿，实
现了新的突破。

再来看制造业。在宇通客车阴极
电泳车间里，全车身电泳环节只需210
秒。这种全车身电泳，是最先进的涂装
技术，整车身所有自制件能达到8年至
10年防腐防蚀。宇通客车还拥有我国
客车行业唯一的国家标准试验场。宇
通的快速成长也是运用供给侧改革思

维的结果：不把市场当试验场，而把
试验场当市场。

提起中西部制造业，你或许还在
忧虑他们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会否将
东部过去30年的历程再走一遍？或
许你还把视线停留在房地产驱动、低
端传统经济转型困难之处。其实，中
西部中心城市产业已然翻开崭新的
一页，展现出腾跃式发展轨迹。

在郑州中德产业园，繁花静谧的
城市花园别墅让人感觉不到这里是
一个产业园。这里已入驻70多家创
新创业企业，集中在生物科技、医疗

器械、电子信息三个新兴产业领域。
产业升级浪潮下，城市的新型工业空
间和城市实现共生融合。如今，这样
的场景，不仅在东部，在中西部已然
是现实。中西部城市的产业升级，不
再是对标沿海，而是放眼全球。

有学者说，中国产业升级的主
要路径之一，就是升级的技术和产
品，对进口的高端产品形成替代。
满足内需后，再走向国际市场，与
发达国家目前的优势高端产品并
肩。在这条路径上，中西部力量占
比越来越大。 （下转第二版）

增量突破实现高起点腾跃
本报调研组

图为郑东新区全景。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