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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一家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利比亚飓风灾害向利比亚总统委员会主席曼菲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遭飓风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

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利比亚人民一定能够共克时艰，战胜灾害。

习近平就利比亚飓风灾害向利比亚
总统委员会主席曼菲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9月11日给红其拉甫海关全体
关员回信，对海关系统干部职工更好
履行职责使命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克服高
寒缺氧等困难，扎根雪域边疆的国门
一线，忠于职守，默默奉献，创造了不
平凡的业绩，展现了新时代海关人奋
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年是海关关衔
制度实行 20周年，借此机会向海关系
统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海关担负着守国门、促
发展的职责使命，做好海关工作意义重
大。希望同志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

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提高监管效能和
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
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积极贡献力量。（回信全文另发）

红其拉甫海关地处被称为“生命禁
区”的帕米尔高原，所在口岸是我国与巴
基斯坦唯一陆路进出境通道。2005年，
红其拉甫海关被国务院授予“艰苦奋斗
模范海关”荣誉称号，今年被评为全国海
关系统先进集体。在海关关衔制度实行
20周年之际，红其拉甫海关全体关员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接续守卫国门、
服务发展的情况，表达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红其拉甫海关全体关员回信强调

弘 扬 海 关 队 伍 优 良 作 风
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红其拉甫海关的同志们：
你 们 好 ！ 来 信 收 悉 。 你 们 克 服

高 寒 缺 氧 等 困 难 ，扎 根 雪 域 边 疆 的
国 门 一 线 ，忠 于 职 守 ，默 默 奉 献 ，创
造 了 不 平 凡 的 业 绩 ，展 现 了 新 时 代
海关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年
是 海 关 关 衔 制 度 实 行 20 周 年 ，借 此
机会向海关系统全体同志致以诚挚
的问候！

海关担负着守国门、促发展的职

责使命，做好海关工作意义重大。希
望同志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
队伍的优良作风，提高监管效能和服
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
2023年9月11日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回 信

列车一进入广袤的东北大地，映入眼帘的便是连绵不绝的田
畴沃野，黄绿交织、生机勃勃。好一片富饶的土地！

这片沃土，有辉煌的荣光。数不清的钢铁、煤炭、石油、粮食、
木材，从白山黑水间源源不断输往全国；

这片沃土，也一度经历逆水行舟的艰辛。产业转型缓慢、要素
成本偏高、市场活力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到黑龙江考察，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一
次部署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座谈会。

“今年是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在这个重要节点，召开新
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总结成绩、分析形势，明确新时代
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思路和举措，非常必要。”习近平总书
记在会上开门见山。

参加这个会的有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负责同志，也有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企业负责同志。上一次开关于东北
振兴的座谈会是 5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名称加入了“全面”二
字，东北全面振兴，大手笔、大气魄，一定有大举措、大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0次来到东北三省及内
蒙古考察调研，为东北振兴把脉定向。真可谓知之深，爱之切，谋
之及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任何一个地方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首先要明确自身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定位。

2018年那次座谈会，总书记为东北标定了发展方位：东北地区
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
大局。

五大安全，字字千钧。这次考察过程中，总书记再次强调，“牢
牢把握东北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

考察第一站，来到祖国最北端，有“神州北极”之称的大兴安岭
地区漠河市。

为什么来漠河？
总书记是这么说的：“我们国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我都

要走一走、看一看。前几年去了抚远，那是我们国家‘鸡冠’上的一
角，这里是‘鸡冠’的另一角。今天到最北的地方来看一看，了却了
一个心愿。”

秋日的漠河，色彩斑斓，层林尽染。总书记沿着木栈道走进漠
河林场森林深处，不时赞叹这里良好的生态。有一百多年树龄的
樟子松、落叶松高耸入云，林下灌木丛中生长着蓝莓、蔓越莓、杜
鹃。

“地上地下都是宝。”总书记感叹。
栈道一侧，摆放着向总书记展示的大兴安岭“山珍”：黑木耳、

山核桃、猴头菇、偃松塔、姬松茸、毛尖蘑、北五味子、黄芪……当地
负责同志介绍，林场职工在养护森林的同时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年
人均收入能有5万多元。

“大兴安岭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要继续保护好。在保护的前提
下让老百姓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总书记
提出了明确要求。

大兴安岭所承载的生态安全屏障，让总书记念兹在兹。
总书记回忆起了 30多年前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的那起特大森

林火灾，仍是十分痛心。“咱们国家原来森林覆盖率低、底子薄，这
些年拼命种树，人工造林世界第一，但禁不住火灾。一定要吸取教
训，未‘火’绸缪，把防的工作做在前面。否则，几十年、几百年、上
千年之功都将毁于一旦。”

对于东北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总书记有过精辟论述：有矛
盾有风险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有化解矛盾和排除风险的决心和
办法，不能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

此次座谈会上，总书记提到两个关键词。
其一，大局观。总书记列举了几个数据：东北粮食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商品粮

占全国三分之一，调出量占全国40%。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无疑是东
北的首要担当。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历史上南粮北调，现在是北粮南调。我经常对
东部地区领导干部讲，你们现在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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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 12日讯 （记者 柴思
源）9月 12日，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根据公布的亚运
会大名单，我区运动员海丽玕、牛广
盛、李倩、杨柳、布和毕力格、青达嘎、
佈和额尔敦、敖锁柱、鄂文慧、郭子祥、
敖伟宝、王才雨12人确定参加杭州亚
运会6个大项的比赛。

据了解，海丽玕通过国家射箭队
队内选拔及国际比赛积分取得亚运会
参赛资格，将参加亚运会射箭项目女子

个人、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比赛，首场比
赛时间为10月1日。牛广盛在2023年
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青岛）男子200米
蝶泳小项中摘银，取得亚运会参赛资格，
亚运会首场比赛时间为9月29日。李
倩、杨柳分别在2022年全国拳击冠军赛
中斩获75公斤级、66公斤级金牌，二人
将于9月24日亮相亚运会。布和毕力
格在2023年全国柔道锦标赛中获得男
子-90公斤级冠军，取得亚运会参赛资
格，将于9月26日迎来首场比赛。青达

嘎进入国际柔联-73 公斤级排名前
100，取得亚运会参赛资格，亚运会首场
比赛时间为9月25日。佈和额尔敦将
于10月 7日参与国际式摔跤项目125
公斤级比赛。敖锁柱、鄂文慧、郭子祥、
敖伟宝、王才雨5名运动员将跟随国家
队出战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首场比
赛将于9月24日打响。

杭州亚运会将于9月23日至10月8日
举行，赛会设40个大项、61个分项，产生
481枚金牌。期待内蒙古健儿闪耀赛场。

我区派出12名运动员出战杭州亚运会

本报9月12日讯 （记者 柴思
源）9月12日，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
呼和浩特站暨“十四冬”资格赛在呼和浩
特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正式打响。

比赛首日，进行了青年组和公开
组男、女九圈追逐项目的比拼，运动员
将根据追逐赛排名确定是否取得正赛
项目的参赛资格。现场，各支代表队
运动员开启冰面“狂飙”模式，不少冰
迷来到现场为偶像加油助威。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公开组和青
年组，设置男女500米、男女1000米、
男女 1500米、混合团体 2000米接力
等项目，有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内
蒙古等地的 356名运动员参赛，云集
了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新、曲春雨、林
孝埈、刘少林、刘少昂等多位冬奥会冠
军和世界冠军。

内蒙古代表队共有 16名运动员
参与本站比赛。内蒙古短道速滑队主

教练金善珍表示，这次参赛第一个目标
就是争取更多运动员能够取得“十四
冬”参赛资格，其次希望大家在和国际
级运动员比赛的过程中有更多收获。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指导，中国滑冰协会主办，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呼和浩特市人民
政府承办。第二站中国杯短道速滑精
英联赛暨十四冬资格赛将于9月21日
至24日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举行。

云集多位冬奥会冠军和世界冠军

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呼和浩特站暨“十四冬”资格赛开赛

□本报记者 李永桃 蔡冬梅
刘向平 郭惠超

金秋九月，大地流金。在这个充满
收获和希望的季节，中国硅业发展史上迎
来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9月
12日，2023年中国硅业大会在包头盛装
启幕。

盛会之“盛”在于阵容强大。来自
国内的行业翘楚、商界精英、媒体大咖
等千余名代表参会。

盛会之“盛”在于内容吸睛。当今
世界能源格局正在经历一场深刻革
命，如何破题前行？

盛会之“盛”在于商机无限。会
上，多家企业进行技术成果汇报与展
示，为政企合作、企业间合作释放信息
搭建桥梁。

“光伏产业是全球能源绿色转型、
低碳转型的主力能源之一，是全球大

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硅作为晶
硅光伏领域最核心的关键原材料，承
担着加速新能源可靠替代的重要使
命。经过近 20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
晶硅光伏产业一骑绝尘，已经成为足
以比肩高铁的‘国家名片’之一。”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常委、副会长
兼秘书长段德炳在开幕式上说。

时下，包头市晶硅光伏产业已形
成百舸争流的态势。2022年，包头市
光伏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全
国首个光伏产业产值超千亿元的城
市；2023年，包头市多晶硅、单晶硅产
能将分别占全国 40%;2025 年，包头
市多晶硅、单晶硅产能将分别占据全
国半壁江山，预计产值将突破6000亿
元，并将建成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多
晶硅、单晶硅生产基地，成为全球重要
的晶硅生产、研发、实证基地。本次大
会选择在正全力打造“世界绿色硅都”
的包头召开，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硅业大会是国内晶硅产业领
域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行业盛会，继
2022 年中国硅业大会在包头举办之
后，今年再次在包头举办，为我们深入
了解晶硅产业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动
态，促进晶硅行业交流合作提供了难得
机会，必将对包头晶硅产业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
记丁绣峰在开幕式致辞中说。

包头是国家“一五”时期重点布局
的老工业基地。步入新时代，包头市
乘势而上，加快动能转换，抓住新能源
发展历史机遇，大力发展绿色晶硅光
伏产业，举全市之力建设“世界绿色硅
都”，走出了一条从资源衰退期到产业
再生期跨越转变的新路子，2021 年、
2022年连续2年被国家发改委评为老
工业基地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
显城市。2023年 5月，包头市被全球
绿色能源理事会授予“世界绿色硅都”
荣誉称号。

本次硅业大会召开之前，记者走进
这座绿色之城，感受一个个“巨无霸”硅
产业项目的独特魅力，这些项目挺起了
包头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坚实脊梁，合力
亮出包头“世界绿色硅都”新名片。

在包头美科硅能源有限公司三期
20GW单晶拉棒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
正在安装、调试单晶炉。另一边，刚刚
安装好的设备已实现直接上岗、在线生
产，其原料就来自对门“邻居”——内蒙
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包头市正在深度破题。

通威、大全、新特等头部企业采用
的改良西门子法，是目前生产多晶硅
最为成熟、最容易扩建的工艺；协鑫采
用硅烷流化床法多晶硅生产技术路
线，具有流程更短、生产效率高、可连
续生产、含碳量少等优势；双良、弘元、
晶澳、阿特斯、美科、东方日升等头部
企业采用的直接法， ■下转第3版

中国硅业追新逐绿打造“国家名片”
——写在2023年中国硅业大会在包头召开之际

99月月1212日日，，韩天宇韩天宇（（左左））在参加公开组九圈追逐决赛在参加公开组九圈追逐决赛。。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孟和朝鲁 摄摄

□本报记者

在丰镇市第六届月饼(美食)文化
节上，短短5天丰镇月饼销售额达630
多万元。中心广场上砌起的一座长11
米、高5.2米，一小时出炉500个月饼，
需6个师傅“玩转”的老式烤炉，成了该
市地标性打卡地，参观拍照的人络绎
不绝。

在天津工作的董轶望说起家乡
的丰镇月饼感慨道：“这次回来正好
赶上了美食节，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
烤炉时就觉得非常接地气，让我想起
小时候，家家户户砌土炉打月饼的情
景。如今，每到中秋节，我都要从丰
镇老家买一些月饼带给天津的亲朋
好友，只有吃上一口胡麻油与冰糖融
合的丰镇月饼，才算过节。”

如今，有着 260 多年历史的丰镇
月饼不仅是地标性美食，也因“融合

力”，实现从小县城突围走向全国。

丰镇月饼融合而成

在丰镇市，有一座名扬天下的古
镇——隆盛庄，这里是连接万里茶道
的重要站点。

乾隆三十三年，清政府招民在此垦
荒建庄，概取乾隆盛世之意，定名为隆盛
庄。隆盛庄历史悠久，在古镇诞生的美
食——丰镇月饼，至今有260多年历史，
享誉华北地区，被评为中华名小吃。对
丰镇月饼颇有研究的丰镇市文物保护中
心主任薛韬对记者说：“在明朝洪武年
间，许多山西人为了生计，来到草原深
处，参与耕作劳动，这种现象延续到清朝
乾隆年间，即‘走西口’。到清朝中晚期，

随着人们在这里不断聚集和居住生活，
形成了丰镇、隆盛庄等集镇。随后大批
晋商、冀商带着茶叶、丝绸、糖、瓷器等来
到这里，把这里当成中转点再前往草原
深处，最终到达蒙古国和俄罗斯，用自己
的商品交换当地的特色商品，这条商道
也就成了万里茶道的一部分。”

据薛韬介绍，那时运输工具都是牛
车或驼队，因路途长，人们需要携带口
粮，晋商携带的一种口粮叫太谷饼。太
谷饼是山西晋中市太谷县的特色糕点，
因香甜、酥软、味道极佳被称为“糕点之
王”。当时一个叫常清的人因饥荒从山
西来到隆盛庄，到一个叫“上三元”的干
货铺工作，成为一名糕点师。常清在制
作糕点的过程中，想着制作一种饼，让商
人沿途也能买到。 ■下转第3版

“融合力”让丰镇月饼走出小城走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