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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7月 6日电 7 月 5 日至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先后在山东东营、济南调研。他强

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强生态保护治理，加大

科技创新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进展。

韩正前往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考察，在大汶流湿地恢复区，了解自

然保护区基本情况、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和

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推进情况；在天然柳

林木栈道，考察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等情

况。韩正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修

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给予肯

定。他强调，要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加强

黄河三角洲湿地和鸟类保护，减少人类活

动对鸟类的影响，提高鸟类栖息地生境质

量。一些外来物种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严

重危害，要积极探索治理办法，认真总结

评估经验，做好互花米草等重大有害生物

防控，筑牢黄河口生物多样性根基。

韩正来到黄河岸边，调研黄河三角洲

演变、水沙关系、黄河流路变迁和治理情

况。他强调，要深入研究论证黄河水沙关

系演变态势，合理调控水沙关系，确保黄

河沿岸安全。在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技

术创新中心，韩正考察了盐碱地生态保护

和综合利用情况。他指出，生物农业和盐

碱地农业的技术研发及应用前景广阔，要

加强长期跟踪，做好科学验证，条件成熟

后加快产业化推广，把科研成果转化到广

阔大地。

韩正走进稀土催化产业园，详细考

察稀土催化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

化等有关情况；前往山东产业技术研究

院高科技创新园，了解园区建设情况；来

到中国重汽章丘工业园、济南二机床集

团有限公司，考察企业生产运营和技术

研发情况。韩正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加快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技创新要坚持

“三个面向”，紧密结合市场需求，经过产

业化检验，提高应用化水平。要加大基

础研究投入，完善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体

制，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提高科

研投入效益。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科

技资源统筹，防止各地重复布局、重复建

设。要加快走出去步伐，推动更多中国

装备走出国门，更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

争。国有企业要聚焦主业，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努力做强做优做大。

韩正在山东调研强调

加强生态保护治理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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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7月6日电 全国农村商

业建设工作现场会近日在辽宁省海城市

召 开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国 务 院

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做

好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工作，努力畅通国内

大循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贡献。

胡春华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做好农村商业体系建设

工作，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服务扩大内需

这个战略基点具有重要意义。要顺应县域

内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加快完善县域商业体

系，增强县城商业的综合服务和辐射带动能

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周边的重要商业中心，

积极推进村级商业规范化建设，加强县域商

业市场主体培育。要有效提升农产品流通

效率和水平，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加工能力，

加快补上冷链物流短板，加强农产品流通与

城市市场的对接，保障农产品运输快捷高效

畅通。要支持农村电商持续健康发展，解决

好网购快递配送问题，加快提升电商产品质

量和标准。要把农村食品安全放在更重要

位置，严厉打击各类侵权假冒行为，确保农

村商业经营场所安全，持续加强农资市场监

管，推动县域消费环境实现大的改观。

在辽宁期间，胡春华在海城考察了农

村电商发展、传统商业改造升级、商业物流

等工作，并赴营口考察了粮食流通工作。

胡春华强调

积极建设农村商业体系 努力畅通国内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使上

海广大党员干部备受鼓舞。大家纷纷

表示，将以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奋力创

造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展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气象。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镇馆之宝”

72 种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吸引参观

者驻足。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

馆长薛峰说，全体工作人员将以实际

行动建设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

园，让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永放光芒。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表示，全体

复旦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传承弘扬红

色基因、赓续复旦优良传统、践行强国

复兴之志，培养更多有志气骨气底气、

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当总书记向全体党员发出号召

时，我热泪盈眶。”7月 1日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的上海杨

浦区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书记周灵说，

“我们要把对党的忠诚、热爱，奉献到

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去。”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自觉履行好

职责，为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已成为

上海广大党员的共同心声。踏上新征

程，上海处处洋溢着昂扬的奋斗气息。

上海奉贤新城刚迎来了南桥源

“三古里”等新开工项目，涵盖重大产

业、生态景观、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表示：“我们要全

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

实，将人民群众期盼作为工作的追求

和目标，探索奉贤发展新路子。”

正全力打造“上海湾区”的金山区

动作频频，各类新项目计划总投资260

亿元。“经过这几年持续奋斗，金山区

面貌焕然一新。”金山区委书记胡卫国

表示，金山将坚定不移用建党精神鼓

舞斗志、提振干劲，为全面落实上海空

间转型战略要求、全力打响“上海湾区”城市品牌而努力奋斗。

“我们一定要把总书记对全体党员的号召落到实处。”宝山区委书

记陈杰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主动融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团结

带领全区党员继续奋斗，形成人人起而行之、乐于奉献的生动局面。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7月 6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同英

国工商界代表举行视频对话会，围绕中英

关系与务实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气

候变化、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服务贸易合

作、促进人文交流等议题进行对话交流。

标准人寿、帝亚吉欧、怡和、阿斯利康、沃

博联、英国石油、力拓集团、捷豹路虎、高

伟绅律师事务所、施罗德集团、伦敦大学

学院、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等 30 多家跨

国公司和知名机构负责人出席。

李克强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存在

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中英作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捍卫多

边贸易体系的重要力量。一个稳定的中

英关系有助于维护自由公平贸易、促进世

界经济复苏、应对全球性挑战、增进双方

人民福祉。我们愿同英方巩固互信，相互

尊重、求同存异，深化互利共赢合作，通过

平等对话积累共识、化解分歧，推动中英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李克强指出，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国际社会只有加强团结合作才能

最终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中英都是最早

投入疫苗研发和生产的国家。中方坚持

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同多国开

展了疫苗相关合作，愿同各方继续加强交

流，特别是在变异病毒等方面共享科研成

果，为全球战胜疫情提供加速度。

李克强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应对气候

变化。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力争 2030 年

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

是我们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作为世

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

实现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

过程中实现低碳绿色发展，任务十分艰

巨，我们将为此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希

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扩大绿色技术

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李克强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

国策，将持续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的制造

业已经全面开放，服务业正在有序开放，

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我们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进程中，将继续致力于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包括外

企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欢迎更

多外资进入中国。也希望英方为中国企

业赴英投资兴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

的营商环境。

李克强说，中英都拥有悠久历史和灿

烂文化，两国人民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希

望双方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兼收

并蓄的理念，共同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促进多姿多彩的世界文明发展。李克强勉

励两国社会各界加强交往与沟通，增进人

民之间的认知和理解，为两国关系发展积

累积极因素。

与会英方人士对两国经贸关系蓬勃

发展感到满意，表示中国是英国重要经贸

伙伴，英国工商界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对

中国发展充满信心，两国在金融、服务、农

业、医疗、教育、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

合作有巨大双赢空间。英工商界期待进

一步加强对华贸易和投资关系，深化务实

领域合作，推动英中总体关系发展。

此次对话会以“增强互信、拓展合作、

共谋发展”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和英中贸

易协会共同主办。英中贸协会长詹诚信勋

爵、主席古沛勤爵士分别发言和主持。

王毅、何立峰出席上述活动。

李克强出席同英国工商界代表视频对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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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日，甘肃省嘉峪关市宏丰万亩枸杞园里的枸杞喜获丰收。近

年来，嘉峪关市大力发展具有戈壁特色的瓜果、蔬菜种植，助推农业产

业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马玉福摄（中经视觉）

治沙英雄石光银：

干 成 治 沙 一 件 事 ，就 算 没 白 活

本报北京7月6日讯（记者崔国强）
中共中央宣传部 6日举行中外记者见面

会，民航系统党员代表围绕“为了人民的

美好航空出行”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刘传健是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飞行师。2018年 5月 14日，3U8633航

班从重庆飞往拉萨的过程中，驾驶舱右风

挡玻璃爆裂脱落。面对失压、缺氧等复杂

情况，刘传健和机组、乘务组成员临危不

乱，全手动操纵飞机飞越高原高山地形，

把119名旅客和9名机组成员安全送回地

面，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每次飞机滑

行起飞时，我告诉旅客，把他们安全送达

目的地是我的责任！”刘传健说。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国航股份客

舱服务部乘务员管理一部高级经理杨静

轩于 2001 年加入国航空中服务标杆团

队“金凤乘务组”。她展示了一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请战书”，在“请战书”上，金

凤组员按下鲜红的手印，向组织申请飞

往任何艰险地区，出色完成了驰援武汉、

救援滞留境外同胞回国、运送医护人员

以及防疫物资等重大保障任务。

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孔越说：“2013 年我

被组 织 选 派 到 北 京 新 机 场 建 设 工 程

中，4 年半的时间，我们在北京大兴这片

热土上建成了拥有 140万平方米的航站

楼综合体，建成了 4 条跑道组成的飞行

区。”机舱就是方舱，机场就是战场。孔

越说，疫情期间，大兴机场注重把好航站

楼各出入口，实现了旅客和货物零感染、

员工零感染、重大防疫物资运输零差错

的“三个零”目标。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机场

公司安检护卫保障部旅检一科党支部书记吴娜致力于完善旅检岗

位作业标准，创新推广“十字、品字检查法”等“吴娜工作法”。“在岗

位上，我们不放过任何疑点，牢牢守住空防安全。”吴娜说，每当看

到自己保障的航班能够顺利起降，听到旅客对安检由衷肯定时，她

都会倍感满足和自豪。

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运行管理中心飞行流量室班组长、带班

主任杜一泽展示了一张实时空中交通态势图。“现在每天有超过

13000架次飞机在空中飞行。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机场平均每

40秒就有一个航班起降，此时空中就有2000余架飞机同时运行，我

们的职责是指挥每一架飞机安全、有序、高效运行。”杜一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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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石光银缓步走上领奖台，在雄壮的《忠诚赞

歌》乐曲声中戴上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

一勋章”。

“石光银，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

40 多年坚持与荒沙碱滩不屈抗争，创造治

沙与致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

乌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作出杰

出贡献。”这简短的出场介绍，让更多的人

记住了这副宽厚的肩膀扛起来的不凡事

业，也为“治沙人”的故事写下梗概。

荒沙不治 穷根难除

【风沙之苦填满儿时记忆】
一场盛夏的雨洗净了陕西定边县的天

空，石光银带着孙子石健阳走在自己亲手

栽下的樟子松林带间，分辨不清的鸟鸣奏

响清晨的狂欢，松针仍旧挂着前夜的雨

滴……眼前这片6000多亩的绿洲有个令人

生畏的名字——“狼窝沙”。30 多年前，这

里的自然环境和它的名字一样险恶，沙丘

纵横，狂风肆虐，流沙随时都能威胁人的生

存空间。

生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石光银自小吃

尽了风沙的苦，“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冬”，四季黄沙漫天成为当地群众的梦魇。

为了躲避流沙侵害，石光银的父亲曾举家

搬迁9次。

【不治沙，就会一直穷下去】
风沙填满了石光银的童年记忆，成为

那个年代定边人难言的苦楚，“地炕烂草

棚，四季冒黄风，糠菜填肚皮，十户九家

穷”，这是当时毛乌素沙地边缘群众生活的

真实写照。“一阵风刮过来，沙子就上了房

梁，昨天还高高的麦子被埋得什么也不剩

了，那样的环境一亩地只能产一二百斤

粮。”石光银回忆道。

当地资料显示，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

榆林沙区已有210万亩农田、牧场被流沙吞

没，剩下的145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1949

年6月时，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1.8％。

沙进人退局面持续恶化，连片的“不毛

之地”严重制约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不给

大家把沙治住，这个地方的穷根儿就拔不

了，我那个时候下定决心，以后就干治沙这

一件事。”石光银说。

战天斗地 大漠传奇

【“砸锅卖铁也要把沙子治住”】
至暗时刻，往往有勇士前行。

当选海子梁公社圪塔套村小队长后，

石光银带领群众植树造林，经过三年苦战，

成功造林 1.4 万亩，使海子梁有了第一片

绿洲。

1984年，石光银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股份治沙公司——

新兴林牧场，承包荒沙3000多亩，卖掉了家

里的 84 只羊和一头骡子，带上几户村民干

起了战天斗地的治沙事业。天公作美，这

一年的雨水给石光银帮了大忙，栽下的树

苗成活率很高。

喜人的变化鼓舞了石光银的斗志。

1985 年，他再次立下军令状，要承包治理 5

万余亩荒沙。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海边，不

少人担心他的诺言难以实现，这里何曾见

过一棵树？可是话已经说出口，不干不行，

乡亲们口中的那个“石疯子”翻身骑上骡

子，裹着草籽走进沙窝窝。

【苦战“狼窝沙”】
在承包的沙地中，占地6000多亩的“狼

窝沙”最难驯服，这里沙梁挨着沙梁，常年

大风不断。1986年，石光银领着上百号人，

在“狼窝沙”一扎就是几十天。饿了就掰块

玉米馍，渴了就舀点沙糊糊水，困了就在茅

草庵子眯一觉，树苗全靠人一捆一捆背进

沙窝，而几场大风过后，刚栽的树苗几乎全

部被毁。

因为缺乏经验，头两年栽下的树苗成

活率不到 30％，苦没少吃，树却不见活多

少。“当时很多人都不干了，我想治沙不能

蛮干，于是就跑去问专家，看看人家怎么种

树。”石光银说。问了林业专家后石光银才

知道之前的治沙方法并不科学，只有乔木、

灌木结合栽种才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

第三年春天，石光银带着群众再战“狼

窝沙”，借助“障蔽治沙法”搭设了 800 余公

里的沙障，凶猛的流沙终于得以巩固，九成

树苗都活了下来。

造林一生 福荫一方

【生态好了，致富就有奔头了】
“狼窝沙”的名字留了下来，和石光银

栽下的树一起成为那段岁月的见证。

如今，这里成了毛乌素沙漠边缘牢固

的生态屏障。30 多年间，石光银在 25 万亩

荒沙、碱滩上植树5300多万株（丛），反复造

林面积达35万亩，彻底改变了当地“沙进人

退”的历史。

漫步林间，脚下的沙土柔软湿润。石

光银蹲下来，搓起一把青苔，乐呵呵地科普

道：“这就是植被良好的表现，就是这个东

西把沙子变成了土，沙子才不会流动。”

固沙，已是一个久远的话题。生态恢

复，成了石光银永恒的梦想。

进入新世纪之后，石光银意识到当年栽

种的灌木林寿命短、经济价值小、观赏性差，

粗放造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够显著，

低产林改造成为他新的计划，通过不断改

良，以樟子松为主的优质树种已达100多万

株。“林子的生态效益好了，经济效益就上来

了，致富不再是一句空话。”石光银说。

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治沙公司仍

在探索林下经济发展的前景，按照“治理荒

沙，开发利用荒沙”的发展战略，走“公司＋

农户＋基地”的路子，把治沙与致富紧密结

合起来。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先后开办百

头肉牛示范牧场、3000吨安全饲料加工厂、

千亩樟子松育苗基地、千亩脱毒马铃薯良

种繁育基地、千亩辣椒种植基地和5万亩生

态林等十多项经济实体，惠及农户 1000 多

户，使沙区群众年人均收入过万元。

【治沙造林的事业需要一代一代传承】
“种树和培养娃娃是一样的，要精心呵

护才能成材。”树荫下，石光银悉心地把造

林的经验一点一点传给孙子石健阳。他攒

了多半辈子的心得成为孙子学习林业知识

的“传家宝”，25 岁的石健阳高中毕业后选

择了林业技术专业，已成长为懂得林业科

技的第三代治沙人。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我想把学到的林

草专业知识和高新技术带回这片土地，不

光要把生态变好，还要发展好林下经济产

业链。”石健阳说。

爷孙俩并肩，那片沙地，已经草木繁

盛；那股干劲，在年轻的血液里更加炽热。

文/新华社记者 吴鸿波 付瑞霞

（新华社西安7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