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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月 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促
进复苏需要共识与合作。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

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
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将稳步扩大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
开放机遇。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年年会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
为“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习近平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月 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巴西总统卢拉致慰问电。

习 近 平 表 示 ， 顷 悉 卢 拉 总 统 罹 患 流 感 和 肺

炎 ， 不 得 不 推 迟 访 华 ， 我 谨 向 你 表 示 诚 挚 慰 问 。
祝 愿 总 统 先 生 早 日 康 复 ， 欢 迎 你 在 双 方 方 便 的时
候尽早访华。

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卢拉致慰问电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3 月 24 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督查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
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和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
施意见》；研究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市委
书记李国胜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家明列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精

神，创新督查方式方法，切实增强做
好督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大
力度、更高水平发挥督查工作保落实
促落实的重要作用。要聚焦重点工
作，突出抓好重点项目建设、耕地保
护、豫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等重点
领域、重大举措的督促检查，持续提
升督查工作的精准性。要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持续改进督查工
作方式，找准突出问题，深挖原因症
结，推动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
排不折不扣落实落地。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农

业强市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系统性谋
划，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探索走出
一条具有商丘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之路。要全面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党
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
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
制，统筹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
核，加大涉农干部培训力度，加大涉
农项目推进力度，以项目建设推动农业
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听取了全市污染防治攻坚战

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高度负责的态
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正
视问题、压实责任，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要求，进一步强化
源 头 治 理 、 整 体 治 理 和 系 统 治 理 ，
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着力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各项
工作。要转变理念、齐抓共管，着
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同行并进、再上新台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研究乡村振兴、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李国胜主持 张家明列席
本报讯（记者 祁博） 3月

24日晚，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 学习报告会 （第十八
期商丘大讲堂）举行，省科技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彬应邀
作专题报告。市委书记李国
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家明
出席。

徐彬以《实施创新驱动科
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奋力建
设国家创新高地》 为题，从
为 什 么 要 建 设 国 家 创 新 高
地 、 怎 样 建 设 国 家 创 新 高
地、如何保障国家创新高地
建设 3个方面，为大家上了一
堂系统、全面、权威的专题
辅导课。报告主题鲜明、视
野开阔、内容丰富、观点新
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指

导性、前瞻性，为我市今后
加强技术创新、打造创新高
地指明了方向、目标和路径。

与会同志纷纷表示，将
认 真 学 习 领 会 ， 深 入 思 考
研 究 ， 对 照 方 向 目 标 ， 理
清 工 作 思 路 ， 完 善 工 作 举
措 ， 不 断 提 升 我 市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水 平 ， 为 我 省 实 施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
略、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作出更
大贡献。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
员，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有
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
参加报告会。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
开，各县 （市、区）、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设分会场。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学习报告会

（第十八期商丘大讲堂）举行
李国胜张家明出席

本报讯（记者 李文台） 3月24日，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在近日发掘的唐代墓葬
中，发现并清理出多个文物，其中两块墓志砖
上文字清晰可辨，由此确定了宋国故城南城墙
废弃和睢阳故城西城墙兴建年代，揭示了历史
上一次“城摞城”现象出现的大致时间。

该墓葬位于睢阳区宋国故城南城墙北坡，
是考古人员在解剖城墙的过程中所发现的 6座
唐代墓葬的第 5座，已连续清理数日。3月 24
日下午，考古人员在墓坑中发现 8枚开元通宝
铜钱、一件铜镜、一个装饰蚌壳、两件铜合
页、两件施有白色彩绘的泥质红陶罐等遗物。

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他们还在墓道口清
理出两块粘合在一起的墓志砖。分开两块墓志
砖，上面的墨字历经千年清晰如昨。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夏商周考古研究室负责人孙政委介

绍，墓志砖文字表明墓主人姓氏及名字阎大
娘，是睢阳郡柘城县故人，维天宝十二载（公
元 753年）岁次去世等。这两块墓志砖的发现
对了解这个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的身份，以及
叠压在上面城墙的年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岳洪彬告诉记者，宋国故城
南城墙筑成时间早于睢阳故城西城墙已得到考
古发掘证实，但西城墙何时筑建、南城墙何时
废弃难以确定。该墓葬打破南城墙北护坡被西
城墙叠压的层位关系，很好地证明了其始建和
废弃的时间，这就显出了其重要意义。这表
明，在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南城墙一定是废弃
了，西城墙的始建年代一定不早于唐玄宗李隆
基时代，即不早于公元 753年，这就揭示了历
史上一次“城摞城”现象出现的大致时间。

宋国故城考古又有新发现
墓志砖确定城墙兴废年代

出土的两块墓志砖上文字清晰可辨。
本报融媒体记者 白鹏 摄

本报讯 （记者 高会鹏）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宁陵县
又迎来一大喜事。3 月 23 日，
宁陵县被河南省富硒农产品协
会授予“中原硒都”称号。

今年以来，河南省富硒农
产品协会会长张留灿、名誉会
长杨四震等专家一行多次深入
宁陵县考察调研，实地了解宁
陵县的天然富硒资源和富硒产
业发展情况，经过亲身体验和
现场交流，专家们认为宁陵县
有着发展富硒农副产品的资源
优势和氛围，一致同意授予宁
陵县“中原硒都”称号。

宁陵县作为一个典型农业
县，土壤肥沃，农业资源丰
富，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
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宁陵县
土壤中富含硒，地下水富含
锶，是平原地区为数不多的既
富硒又富锶的地区。近年来，
宁陵县按照“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主体实施”的原则，依
托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做好
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开
发功能食品，提高产品附加
值，增加经济效益，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变进程逐步加
快。现在全县富硒产业发展呈
现了良好势头，富硒酥梨、富
硒苹果、富硒甜瓜、富硒冬
枣、富硒面粉、富硒花生、富
硒鸡蛋、富硒鸽蛋和乳鸽等农
副产品繁多，并发展形成了一
定的规模。

据了解，宁陵县将充分发
挥“中原硒都”的品牌作用，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
支撑，结合本地资源条件和土
壤情况，突出特色，合理布局，
着力构建集生产、科研、加工、
销售、文化、养生、旅游、养老、
餐饮为一体的富硒功能农业产
业链。力争早日实现富硒功能
农业及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
的宏伟蓝图，形成“全市核心、
全省一流、国内知名”的富硒功
能农业产业集群。

宁陵县被授予
“中原硒都”称号

3 月 24 日，漫步在宁陵
县刘楼乡栗寨村，一座座蔬
果大棚整齐排列，在暖阳下
格外耀眼。走进种植大户栗
青松的蔬菜大棚里，只见碧
叶叠嶂、绿意葱茏，甜瓜秧
上花团锦簇、蜂飞蝶舞。

种植大户栗青松是宁陵
县瑞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
他介绍，这是他今年新引进
的黄金蜜、博洋甜瓜新品
种，这两种甜瓜脆爽清甜，
汁水十分丰富，营养价值很
高，很受人们喜爱，市场需
求量很大。

移步换景，来到另外一
座大棚里，一颗颗羊肚菌破
土而出，乳白色的菌柄撑起
蜂窝状的菌盖，好似一把把

“小伞”。
在另外几座大棚里，西

瓜苗郁郁葱葱，长势正旺，
更惬意的是，成群的蜜蜂嗡
嗡乱飞，在花丛中来回穿
梭。原来，这是给西瓜授粉
引进的又一技术。传统的西
瓜授粉全部靠人工，费时费
力，而且效果不尽如人意。
现在，他们引进了蜜蜂授粉

技术，省时省力而且无公害纯天然，对于西瓜的
生长非常有利。

据悉，目前，栗寨村已发展蔬果大棚 93座，
年总收入至少在 90万元，四季无休的蔬果大棚，
不仅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也鼓足了群众的

“钱袋子”。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为了增

加群众收入，刘楼乡党委、乡政府因村制宜，综
合施策，积极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在“大棚经
济”上做文章。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组织
种植户外出学习借鉴先进理念、发展思路，调整
产业方向，建立优质高产标准化的特色蔬果种植
基地，探索出“党支部+合作社+致富带头人+种
植户”的发展模式，实现“一年多季”“一亩多
收”，土地高效利用，一年四季不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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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柘城县环卫工人领到崭新的环卫车辆，兴奋不
已。近年来，柘城县大力加强城市管理，坚持把改善人居环境摆
在突出重要位置，环境卫生保洁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城市环境大
为改善。 张书珲 摄

3月25日，游客在夏邑县车站镇王武庙村梨园里赏花游玩。春暖花开时节，人们纷纷来到户外踏青赏花，感受
春天的气息。 苗育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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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
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
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习近平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

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
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