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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28日电 （记

者 谭 晶 晶）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 强
28 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
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外相河野
太郎。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日关系保
持改善势头。我们注意到日方近来
在对华关系上释放的正面信息，但
两国关系在积极面增多的同时，仍
面临不确定因素，可谓乍暖还寒。

当前中日关系改善的积极势头来之
不易，需要双方倍加珍惜，共同努
力，相向而行，在今年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缔结 40 周年之际，重温条约精
神，处理好历史等敏感问题，妥善管
控分歧，使今年成为中日关系重返
正常发展轨道的机遇之年。

李克强指出，中日关系不仅事
关两国，对本地区和世界也有重要
影响。中日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

间广阔。希望日方本着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的精神，努力营造良好氛
围 ，给 两 国 民 众 和 企 业 以 良 好 预
期，为拓展互利合作、重启有关对
话机制以及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夯
实基础。

河野太郎表示，日本各界对全
面改善日中关系充满期待。日方
愿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
年为契机，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

努 力 ，进 一 步 改 善 和 深 化 日 中 关
系。日方期待尽早举行新一轮日
中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欢迎李克强
总理正式访问日本。日中两国经
济发展高度互补，愿在战略互惠关
系指引下，进一步加强两国企业间
交流，重启日中高层经济对话，探
索开展第三方合作，深化人民之间
的友谊，使两国关系重回健康发展
轨道并持续前行。

李 克 强 会 见 日 本 外 相 河 野 太 郎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李 国 利 赵 金

龙） 中国航天员群体先进事迹被新闻媒体广泛报
道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科
研人员和部队官兵纷纷表示，一定以航天员群体为
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做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党委书记
刘树军说，航天员们以筑梦太空的实际行动，挺民族脊
梁，壮国威军威，成为强国强军伟大征程中民族的骄
傲、时代的标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党委书记纪多说，
要向航天员学习，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航天强国，为新时代
航天事业发展描绘了新蓝图。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研人员在学习航天员
群体先进事迹后表示，要在航天事业发展的新征途
上勇攀高峰、不断前行，为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
强国建功立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八一学校、北京市第五中学师生代表，与航天
员景海鹏、王亚平、陈冬座谈交流后说，梦想能到达
的地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

航天员群体时刻准备为使命而战、为荣誉而战、
为祖国而战的“满格状态”，鼓舞和激励着广大官
兵。解放军驻晋部队某基地官兵表示，向航天员群
体学习，就要扛起亮剑制敌、敢于胜利的使命，努力
加强技术创新和实践创造，发射更多“争光星”，不断
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解放军航天工程大学组
织师生座谈交流，大家纷纷表示，航天员群体用军人
的无畏和血性搭起筑梦天梯，用军人的果敢和睿智
不断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为广大青年立起了
新时代的“价值标杆”。

航天员群体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崇高境界，感动
了数以万计的网民。许多网民表示，一个正在走向
复兴的民族，不能失去自己的精神高地。尽管航天
员们少了些儿女情长，少了些安逸舒适，但因为有了
大格局、大情怀，也就有了对忠与孝、苦与乐的独到
诠释，对小我与大我、个人与集体的独特理解，向英
雄航天员群体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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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后来，又调整林分结
构，用山桃山杏代替沙棘，行情好的
时 候 ，1 亩 地 能 有 1000 多 元 的 收
入。环境比过去好、活儿比过去少，
收入比过去多，自然就想通了。”蔺治
海告诉记者，他还在自家留下的地里
种了山地苹果，今年已经挂果了，“长
势不错，看现在的行情，每亩地纯收
入四五千元不成问题”。

对自然的温柔以待，换来的是从
生活环境到生活质量的诸多提升。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吴起县共完成
退耕还林面积 244.79 万亩；延安市
累计完成 1077.46万亩，植被覆盖度
由46%提高到67.7%，尤其是北部植
被覆盖度由 31%提高到 61%。观察
延安从 2000 年开始的卫星遥感图
会发现，延安已褪去“黄衣”，披上“青
衫”，且绿意渐浓。

梁家河的路

汽车驶进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
河村，只见一条平坦的柏油路穿越两
侧的建筑物向远方铺展。沿途所见，
知青井、代销店、铁业社，诉说着过往
的沧桑；特产专卖店、农家乐小院，见
证着今夕的繁盛。与记者随后在村
史馆的旧照片中看到的梁家河，已然
不是同一副模样。

40 多年前，进村的羊肠小道弯
弯曲曲通往深山，遇到雨雪天气就是
满地泥巴。当时的北京知青第一次
被村民接回来的时候，就是走在这样
一条“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
的土路上。时任梁家河大队一队队
长石玉新回忆说：“一担猪粪、牛粪有
七八十斤重，要从家门口挑到几里外

的山上。山很陡，路是‘之’字形的，
从没有干过重体力活的知青们一个
个喘着气，但他们不服输，不愿落在
后头。”

作为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新
劳动者，北京知青们给这个陕北的小
村庄带来了变化。“村前的这片淤地
坝，就是当年知青和老乡们一起利用
农闲时间打出来的，让两山夹一川的
梁家河也有了平展展的好地。”文安
驿镇党委书记肖海洋告诉记者，不仅
如此，知青们还建了沼气池，现在从
外面通到村里的路就是那时候修
建的。

要想富，先修路。于是，村史馆
中才有了如下记载——1974 年以
前，主干道土路，宽 1 米；1975 年，修
通村至文安驿架子车路；2004年，主
干道拓宽为 4米；2013年，主干道拓
宽为柏油路，宽5米，全村公路6000
米，并修建了排水渠。如今的梁家河
村，沟峁梁亲密“牵手”，山上的 7 个
村民小组也被14公里的环山公路连
成了一处。

路修好了，更需要管护。“长期缺
乏养护，道路坏了补，补了再坏，劳民
伤财，等于白干。”延川县政府交通局
局长李青海说，为此，全县更新了养
护管理理念，大力实施县乡公路干线
化养护、通村公路常态化养护，建立
农村公路桥梁数据库，参照干线公路
推行桥梁工程师制度；完善养护运行
机制，实行农村公路小修集约化、日
常保养社会化、养护工程市场化，使
县道、乡道、村道公路优良路率分别
保持在74%、72%和60%以上。

按照“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
要求落地的梁家河的路，让这个偏僻

的小村庄从曾经的保守羞涩中走出
来，走向开放、拥抱变革。这些路，也
真真正正地成为了当地的产业路。
沿着平整的山路左拐右拐一直爬行，
行驶到山顶，就是梁家河环线万亩生
态有机果园，水肥一体化、修剪精细
化，打响了“梁家河”苹果的品牌。从
地头出发，“梁家河”苹果又顺着平整
的山路，走向全国市场。

洛川县的果

81 年前，洛川会议成为中国抗
战史上的重要转折；81年后，这片土
地依旧“红彤彤”，而扮靓它的换成了
一个个可口的红苹果。

说起洛川苹果，就不得不提李
新安。

1947 年，延安洛川是陕北出了
名的穷县，农民们都在黄土里刨食。
人们不甘心过这样的日子，再苦也得
闯一回。于是，一位叫李新安的农民
从河南引进了苹果树苗。在他的带
领下，先后有50个村子建起果园，全
县苹果种植面积达到 1.7 万亩，成为
名副其实的“苹果县”。经过上世纪
80 年代的技术推广、90 年代的产业
开发和本世纪头 10 年的品牌打造，
洛川苹果的种植规模、产品质量、品
牌知名度和国际地位都有了质的
飞跃。

李新安老人留给洛川人一笔取
之不尽的财富——苹果产业，也坚定
了村民们“果业强，果农富、果乡美”
的愿望。

近年来，洛川县准确抓住苹果产
业在全县种植基础好、辐射带动强的
优势，做好“带皮吃”“上户口”“论个

卖”3篇文章，以建设现代果业、打造
“百亿元产业”为目标，强力推进现代
苹果产业建设，有效实现了生产环节
提质、加工环节增值、流通环节增效，
全 链 条 、全 环 节 带 动 种 植 户 增 收
致富。

为了避免销售不畅，去年以来，洛
川县推进苹果“后整理”。把注重苹果
生产转向生产、加工、营销一体化；把
品牌营销转向“洛川苹果区域公用品
牌＋企业品牌”；把田间地头混搭销售
转向“以质论价销售”；把分散经营转
向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联合为主
体的集约化营销。如此一来，增加了
果农收入，提升了产业综合效益。目
前已经建成方旭果业、美域高果业等
选果线33条，贮藏气调库820座，苹
果贮藏能力达到41.54万吨。

面对农村电商迅猛发展，洛川县
以全网营销模式，积极打造“一品一
带一生态”的现代果业产业模式，与
第三方平台广泛合作，实行全网营
销。截至目前，已开设苹果销售网店
512家、微店 4630家；旺季日销售洛
川苹果 7000 单—15000 多单，销售
价格每斤稳定在7元—12元。

针对美好生活新需要，洛川县积
极发展休闲果业，建成了“苹果第一
村”、京兆南安善观光采摘园、谷咀苹
果创意园、旧县洛阳观光采摘园等苹
果旅游创意园区；开发了礼品果、苹
果树皮画、剪纸、农民画等“苹果”元
素产品；联合旅行社推出了集观光休
闲、采摘体验、科普教育等为一体的
系列旅游产品。

“方圆百里胭脂霞，家家户户果
飘香”。如今的洛川生机勃勃，一张
崭新的“红色”名片熠熠生辉。

日前，《中国气象局关于加强
气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意见》正
式出台，提出到 2020 年，气象灾害
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将得到明显提
升 ，预 警 信 息 公 众 覆 盖 率 将 达 到
95%以上，形成覆盖面广、针对性
强 的 气 象 灾 害 综 合 风 险 地 图 ；到
2035 年，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
能力和水平将大幅跃升，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
水平显著提高。

随着《意见》的出台，未来气象防灾
减灾救灾将如何发展，有哪些具体措
施？为此，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雅鸣接受记者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刘雅鸣认为，气象防灾减灾救灾
公益性突出、科技性专业性强、关联融
合度高、支撑作用显著，是国家综合防
灾减灾救灾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自
然灾害的防、抗、救与气象条件密切相
关，精准、高效、权威的气象预报预警
是综合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刘雅
鸣说，着眼于新形势、新要求，气象在
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中可以充分发
挥“六大作用”，即监测预报先导作用、

预警发布枢纽作用、风险管理支撑作
用、应急救援保障作用、统筹管理职能
作用、国际减灾示范作用。

为此，《意见》提出构建新时代气
象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具体由气象灾
害监测预报预警体系、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体系、气象灾害风险防范体
系、组织责任体系和法规标准体系等

“五大体系”组成。
“当前，气象部门正在大力推动以

智慧气象为重要标志的气象现代化建
设，充分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推进气象与多领
域的深度融合。其成果将成为‘五大
体系’的重要支撑，广泛惠及气象防灾
减灾救灾各环节。”刘雅鸣说。

气象监测是基础，目前我国已基
本建成天基、空基、地基三位一体的
气象灾害立体监测网。在新时代气
象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下，这张监测网
将“越织越细”，实现对重点区域主要
气象灾害的智能感知。在智能预报
方面，目前气象预报时效已精细到全
国 0 至 10 天，空间分辨率达 5 公里，
未来将进一步建立从分钟到年的无

缝隙、全覆盖、智能化的预报业务，发
展基于位置的全球格点化预报。

刘雅鸣介绍，发展基于影响的预
报预警是气象部门面向行业、紧贴用
户需求迈出的关键一步，也是智慧气
象的重要体现。气象部门近年来针
对航空、海洋、交通等多领域建立了
影响评估模型和基于天气发生概率
的风险矩阵，在防灾减灾救灾中已发
挥重要作用，未来还将大力发展基于
影响的预报预警，为减轻灾害风险打
出更多提前量。同时，发展以用户为
中心、面向全媒体的智慧气象服务，
力争实现按需自动推送服务。

在应对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
方面，截至目前，国家级预警平台已
实现 16 个部门 76 类预警信息的实
时收集、共享和快速发布，预警信息
公众覆盖率达到85.8%，气象灾害预
警发布时效缩短到5分钟至8分钟。

“我们将聚焦预警信息汇集与发
布两个关键环节，进一步强化部门合
作，更加重视新技术、新媒体在预警
发布中的应用，努力实现突发事件预
警信息发布‘第一声音、权威声音’，

切实提升我国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布能力。”刘雅鸣指出，尤其是重点加
强偏远农村、牧区、山区、海区等区域
的预警信息传播和接收能力建设，发
挥各类应急信息员队伍作用，通过多
途径、多手段完善“叫应”机制，努力
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围绕国家战略任务，推动建设气
象防灾减灾救灾“五大体系”，为人民
群众交出令人满意的气象答卷，刘雅
鸣表示，下一步，中国气象局将优先
发展气象为农服务，坚持重中之重定
位，服务现代农业生产，保障乡村绿
色发展，助力精准脱贫。

同时，以国家重点城市群为示
范，大力实施重点区域气象防灾减灾
救灾示范计划。在雄安新区筹建新
区防灾减灾救灾气象中心，科学规划
建设综合探测网络，建立精细化预报
预警系统，开展新区高影响天气预报
预警服务。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将建立协同立体观测网和气
象云服务协同工作平台，构建城市群
气象灾害风险管理体系，形成气象灾
害风险一张图。

加快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
——《中国气象局关于加强气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意见》解读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上接第一版）经济全球化，企业家怎
么看？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总裁李
瑞麒认为，全球化没有走到尽头，只
是进入了新阶段。过去全球化模式
是围绕着低成本建立，一些地区通过
低廉的制造业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带
动了全球制造业的重新布局，这是大
家熟知的全球化模式。然而，随着数
字技术的发展，全球贸易与价值链的
格局在改变。全球化不再只是生产
模式的改变，而是世界如何通过服
务、数字科技等，打破疆界，建立更紧
密的关系。国际律师事务所贝克·麦
坚时全球主席保罗·罗林森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全球化是一股向上的力
量，全球化进程不会停止或是开始全
面撤退，“我不认为退回到保护主义
是应有的解决答案”。他认为世界正
在向多方面繁荣的全球化方向转变，
并乐观预测2018年将是并购和IPO
交易的丰收之年。中国企业家马云
则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抵制贸易保
护主义，“没有任何人可以制止全球
化，没有人可以制止贸易，如果贸易
停止，战争就会爆发，贸易是解决战
争的方式，而不是引起战争的原
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

兹则认为，“美国优先”行不通，是赤
裸裸的经济民族主义。

作为推动全球化的一股重要力
量，中方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一带一路”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参与，一大批
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成功落地，
这在论坛期间广受好评。联合国贸
发会议秘书长基图伊表示，全球化
和多边主义创造了很多奇迹，但目
前需要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新方式、
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能在这方
面发挥巨大作用。新加坡总理公署
部长陈振声指出，该倡议使各国贸
易变得更便利，有利于各地经济发
展，将带来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积极
影响。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CEO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一带一路’是
应对分化世界的最有效手段”。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世界经
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
儿，是回避不了的”。困扰世界的很
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
的。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
一切挑战，这是本届达沃斯论坛上
众多嘉宾的共识。

风 风 雨 雨 全 球 化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全国
司法厅（局）长会议近日在北京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未来5年，司
法行政机关要为人们提供实在、普
惠、精准、高品质的公共法律服务，全
面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平。

会议指出，2018 年，司法行政
机关将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统
筹、盘活、做优、做强司法行政各项
工作，做到服务全覆盖，供给高品
质，推动公共法律服务整体跨越“有
没有”发展阶段，全力迈向“好不好”
新发展时期。

据了解，在推进村居法律顾问
全覆盖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探索建
立了不同层级的法律顾问微信群，

推动村居法律顾问从面对面咨询解
答到网上引导化解并重，从面上全
覆盖向有效全覆盖提升。对此，司
法部提出，要在县、乡、村建起不同
层级的微信群，让村居法律顾问成
为人们私人定制、贴身不走、时刻在
线的法律顾问。同时，要因地制宜，
注重运用多种现代信息技术，发挥
12348 法律服务热线平台、实体平
台等不同功能作用，让老百姓足不
出户就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
题。此外，会议要求各级司法行政
机关积极做好面向弱势群体的法律
服务，通过无偿、政府购买服务等多
种形式，为弱势群体提供贴身、贴
心、周到、管用的法律服务。

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召开
未来5年全面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水平

河北沧州献县十五级村农民在

花卉温室大棚内采收非洲菊。隆冬

时节，沧州花农们实现反季节生产，

许多温室大棚内花香四溢。目前，

当地各类温室花卉栽种面积突破

2000 多亩，热销京津冀地区，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傅新春摄

反季节花卉促增收

市民在山东烟台市当当阅界书店读书。寒冬时节，不少烟台市民走进

书店和图书馆，选购、阅读书籍，在充满书香的冬日静读中享受浓浓暖意。

唐 克摄

冬 日 静 享 书 香 暖 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