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步前行，都蕴含

着改革的磅礴伟力。

深秋的荆楚大地，一派丰收景象。11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南下湖北，走进这块

风起云涌的改革沃土，思考部署中国式现

代化湖北篇章。

这是一个敢闯敢试的地方，这是一个

奋发进取的时代。孝感、咸宁、武汉，博物

馆、村庄田畴、创新平台。一域观全局。由

湖北之行洞见改革开放的万千气象，思索

中华民族的阔步向前。

18.59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千万荆楚儿

女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奋勇前

进。向总书记汇报时，他们言语之间满是

干劲。

走过岁月沧桑愈加豪情万丈。“这里经

得住疾风骤雨，未来更是一片光明。”习近平

总书记饱含期待，“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持之

以恒抓好落实，既敢拼敢闯又善于团结协

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

的业绩。”

望向历史深处：
“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学习”

如绵延壮阔的长河，中华文明历经数

千年流淌而未曾中断。

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孝感市

云梦县博物馆参观出土秦汉简牍展。从刀

笔留痕处，打开历史的画卷。

金戈铁马融入岁月长歌。“板着面孔”

的律令，带着温度的家书，政务治理的得

失⋯⋯习近平总书记慢步细看。

睡虎地，一个名为喜的古人，禄秩不

过斗食，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地将律条记

于竹简。“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

隄水泉。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

麛卵鷇⋯⋯”

简之长者，可以书史；牍之短者，可以

书启。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徭

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秦律

十八种生动佐证，早在 2200 多年前，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就已

成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且行且思，“中华文明里能看到历史的

深厚积淀”。

知所何来，方明所往。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

博大。

展厅内，有家国事，也有烟火情。秦

兵“黑夫”和“惊”的家书，习近平总书记逐

字逐句读了下来。“二月辛巳，黑夫、惊敢

再拜问衷，母毋恙也？”故土离愁、孝悌情

深，穿越岁月长河依旧热烈如初。“家书怎

样邮寄？军功如何行赏？”探赜索隐，钩深

致远。

文以载道。《尚书》有言：“惟殷先人，

有册有典”。由殷商至魏晋，简牍是中华

先民常用的书写载体。中华文明历经数

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

千古文脉一华章。总书记说：“古代简牍

非常珍贵，是我们国家信史的重要实物佐

证，要善加保护，做好研究”。

回望，望向历史深处，望向传世瑰宝，

更深刻洞察“第二个结合”，更深刻感悟

“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

“文明更新的结果”。

文明浸润于泱泱大国的筋骨血脉，融

铸于漫漫征途的坚实步履。习近平总书记

目光长远：“要更好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

历史学习”，“让中华文明瑰宝永续留存、

泽惠后人，激励人们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

望向广袤田野：
“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为”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湖广熟，天下足。”稻作文明悠久的

湖北，是扛起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重担的农业大省。5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江汉平原上的咸宁市嘉鱼县：“又是

一个秋收秋种的季节，来看看这里的农

村，看看这里的庄稼。”

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一望无垠，一

排排、一列列，满目青翠、生机勃勃。

沿田埂走进菜地深处，总书记笑着说：

“一看就会有个好收成啊！”年轻时干过农活，他细问蔬菜生长

期、问收割存储、问销量价格，“无论是耕作技术、组织形式，还是

市场销量、农民收入，一路看下来都很稳定”。 （下转第二版）

本报杭州 11 月 7 日讯（记者李景）
去年底以来，浙江省金华市提出攻坚

“港”“廊”“链”主战场，一大批战略性、

支撑性、引领性项目快速推进。

金华聚焦国际陆港枢纽建设，推动

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打造现代化都市

区建设引领性工程；聚焦浙中科创走廊

建设，深度融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聚焦 10 条重点产业链发展，构建完善以

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陆港设施建设领域，金华不断增

强国际枢纽城的核心功能。作为国际

陆港枢纽建设的“两核”之一，位于金东

区的华东国际联运港建设已初具规模。

当 前 ，浙 中 科 创 走 廊 已 汇 集 金 华

60%的科技企业、70%的高新技术产业、

80%的重点研发项目、90%的高层次人才

和 100%的省级以上科创平台。浙师大

金华科创园按照“区校融合”发展模式，

构建集项目孵化、创业教育、基金投资、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性 科 创

平台。

在 产 业 链 构 建 方 面 ，金 华 已 建 立

“十个一”机制，推进十条重点产业链建

设，涵盖一名市级链长、一个产业规划、

一套产业政策、一批链主企业、一只产

业基金、一批重大项目等。

金华市委书记朱重烈表示，将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落实，

更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再突破、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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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11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

世。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

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中希共同举

办 首 届 世 界 古 典 学 大 会 ，在 雅 典 设 立 中 国 古 典 文 明 研 究

院 ，为 中 希 两 国 和 世 界 各 国 搭 建 了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的 新

平台。

习近平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

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

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携 手 解 决 人 类 共 同 面 临 的 各 种 挑 战 ，共 同 推 动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进 步 。 希 望 各 位 专 家 学 者 担 负 起 古 典 学 研 究 的 使

命 ，为 促 进 文 明 传 承 发 展 、推 动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作 出 更 大

贡献。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古典文明

与现代世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

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7 日 电（记 者 朱 超）11

月 7 日下午，国家主席

习 近 平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会 见 来 华 访 问 的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习近平指出，中马

两国不仅是隔海相望的

好邻居，也是志同道合

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

好伙伴。去年 3月，你就

任总理后首次访华，我

们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

体达成重要共识。一年

多来，双方保持各层级

密切交往互动，高质量

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当前，中马

两国都处在各自国家发

展振兴的关键时期，双

方应以庆祝中马建交 50

周年暨“中马友好年”为

契机，携手推动中马命

运 共 同 体 建 设 走 深 走

实，助力实现各自发展

目标，为地区繁荣稳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双方

要 发 展 高 水 平 战 略 伙

伴关系，继续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

支持马方坚持战略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持续推进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实施好“两国双园”等旗舰项

目，打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合作新增长点，探讨

建立减贫交流合作机制。欢迎马方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平台，把更多马来西亚优质特色产品推向中国。中方愿

同马方深化高等教育、文化、旅游、青年、地方等交流合作，

拉紧中马友好民心纽带。倡导文明多元共生、和谐包容，践

行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推动中华

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互学互鉴中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重要代表，中马双

方要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配合，坚定相互支持，共

同反对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倡导平等

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完善，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

益。中方支持马来西亚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工作，支

持东盟中心地位和战略自主，维护好地区发展合作主流。

安瓦尔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重要理念，倡导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并就引领推动“金砖+”

合作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建议，体现了对人类文明进步和

人民利益福祉的深厚情怀和智慧担当，代表了全球南方的

共同愿望和心声。马方对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倡议表示赞

赏和支持。马来西亚政府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同中国的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信息技术、数字经济、能源等合作。马

方钦佩中方在减贫领域取得的令人赞叹的成就，期待学习

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马中在许多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

理念相同、立场相近，马方坚持战略自主，愿同中方密切多

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王毅参加会见。

11 月 7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习近平致电祝贺桑杜当选连任摩尔多瓦总统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11 月 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玛雅·桑杜，祝贺她当选连任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摩尔多瓦是传统友好伙伴。近年来，

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顺利推进。我

高度重视中摩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女士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

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11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唐纳德·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

习 近 平 指 出 ，历 史 昭 示 我 们 ，中 美 合 则 两 利 、斗 则 俱

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

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

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

世界。

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致电詹姆斯·万斯，祝贺他当选美

国副总统。

本 报 北 京 11
月 7 日 讯（记 者 顾
阳）海关总署 7日发

布数据显示，今年

前 10 个月，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6.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总体保持

平稳增长。其中，出口20.8万亿元，增长

6.7%；进口 15.22 万亿元，增长 3.2%；贸

易顺差5.58万亿元，扩大17.6%。

得益于一揽子增量政策实施，月度

外贸数据明显改善。10月当月，我国进

出口同比增长 4.6%，增速较 9 月份加快

近4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持续活跃。前 10 个月，

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经营主体数

量 66.5 万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19.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继续保

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时，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为外资企业提

供更优支持和服务。前 10 个月，外商

投资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 1.3%，其中

出口由前三季度的 1.3%提高到 10 月当

月的 7.4%。

贸易伙伴多元共进。前 10 个月，

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总 额 为 16.9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2%。其中，东盟保持我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地位，进出口总额为 5.67 万亿

元，增长 8.8%。对《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成员国进

出口增长 4.3%；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

口增长 4.5%。

前10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5.2%

可 再 生 能 源 替 代 意 义 重 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日前发布《关于

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

明确，“十五五”各领域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

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2030 年全国可再

生能源消费量达到 15亿吨标煤以上，有力支

撑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这一具体目标的

提出，彰显了我国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决心

和力度。

从经济角度看，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有

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随

着技术进步和装机规模扩大，可再生能源发

电成本已大幅下降，部分技术甚至已经具备

与化石能源竞争的能力。此外，可再生能源

的分布式开发和应用，还可以减少电网传输

损耗，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

从环境角度看，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对

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具有显

著效果。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不

产生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是实现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同时，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还可促进生态治理和农业增收，形

成生态与经济双赢的局面。

能源转型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

程，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须把握好安

全、多元、创新三大原则。

坚持统筹谋划、安全替代。当前，我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超越煤电，但由于发电

可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燃煤机组经济运行小时

数，再加上光照、来风、来水情况都要“靠天吃

饭”，可再生能源在当前能源系统中尚难担当

中流砥柱，需要传统能源进行安全兜底。因

而，要正确处理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破”与

“立”的关系，稳妥推动可再生能源有序替代

传统化石能源。在这一过程中，应全面提升

可再生能源安全可靠供应能力，加快可再生

能源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协同融合、多元替代。协同推进可再

生能源与工业、交通、建筑、农业农村等领域融

合替代是关键。要重点推进工业用能绿色低

碳转型，加快交通运输和可再生能源融合互

动，深化建筑可再生能源集成应用，全面支持

农业农村用能清洁化现代化，统筹新基建和可

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同时，经济高效推进

发电、供热、制气、制

氢多元发展和替代。

坚持科技引领、

创新替代。随着全球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快

速推进，一个“技术就

是资源”的世界正向我们走来。这场转型浪

潮中，新兴技术将成为核心驱动力，推动能源

产业从资源、资本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变。抢

占能源转型发展制高点，需要大力推动新技

术攻关试点，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培育可再生

能源替代的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

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是我国应

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也

是推动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

源体系的战略选择。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完善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本

积极参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携手共进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共筑绿色、低碳、可持

续的未来。

□ 金观平

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聚焦港廊链发展浙江金华快速推进项目建设

﹃
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

、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

—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禹伟良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