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黄玥
“我在福建沿海地区工作了将近 18

年，对海有浓厚的感情”“要发扬优势，做
好‘海’的文章”“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
有这样一个信念”……从地方到中央，习
近平总书记对海洋的关注一以贯之。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关
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指引我国
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一）“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
人类居住的地球表面 70%是海洋。

浩瀚大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油气和生
物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对海洋资源
的开发利用，对海洋经济有着高瞻远瞩
的战略眼光。

1994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
平同志提出建设“海上福州”战略构想，
在全国沿海城市中率先吹响“向海进军”

号角。在浙江，他指出一定要做足做好
海洋经济这篇文章。在上海，他要求努
力争创海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从科研实验室到渔业种子基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前
往沿海省份考察海洋经济发展，强调“海
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提高海洋资源开
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

2013 年考察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时强调“要顺应建设海
洋强国的需要，加快培育海洋工程制造
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2018 年在上
海考察时视频连线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
头，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
运强国”；2023 年在广东湛江考察海洋
渔业，提出“耕海牧渔，发展海洋经济大
有可为、大有前途”……

从构建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到
布局港口、航运建设，再到统筹陆海区域
重大战略对接等，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把

加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
伸，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谋篇布局、指明
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以
制度建设为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之路正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阔。

（二）“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
立自强”

海洋科技发达是海洋强国的重要标
志，科技水平的高度决定了海洋开发的
深度。

从万里碧波之上的极地破冰船、大
洋科考船，到万米水下的深潜设备，习近
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心头——

2012年6月，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
主集成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深潜成功
突破7000米，第二年的5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载人深潜先进
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2018 年 4月，在海南三亚中国科学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同“深海勇
士”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和潜航员团
队互动交流；

2020年11月，致信祝贺“奋斗者”号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
胜利返航，指出“‘奋斗者’号研制及海试
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有了进入世界海
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
体现了我国在海洋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
力”；

2024年11月，致信祝贺“梦想”号大
洋钻探船建成入列，强调这“标志着我国
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上迈出
了重要一步，是建设海洋强国、科技强国
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
“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

号、“梦想”号等海洋科技“大国重器”不
断技术迭代、逐梦深海，提升建设海洋强
国的科技成色和底气。

（下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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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6月8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缅甸领导人敏昂莱
互致贺电，庆祝中缅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 75 年来，中缅
胞波情谊历经风雨、历久弥坚。双方
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
万隆精神，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
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树立了国家间
友好交往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今年5月，我同你在
俄罗斯会晤，就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建
设达成重要共识。中方高度重视中缅
关系发展，愿同缅方携手努力，以两国

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落实好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
实，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敏昂莱表示，主席阁下 2020年对
缅历史性访问，开启构建缅中命运共
同体的新篇章。不久前缅甸遭受强烈
地震，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时提供人道
援助，充分体现两国人民患难与共、守
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我同主席阁下在
莫斯科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就深
化缅中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感谢
中方坚定支持缅甸实现和平稳定、民

族和解、经济发展，期待加快推进两国
各领域合作，打造更加强劲、坚韧、互
利的伙伴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敏昂莱互
致贺电。李强表示，建交 75 年来，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各领域友好交
流和务实合作取得长足进展。我愿同
你一道，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推动
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各
自国家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敏昂莱表
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缅中
关系稳步向前发展。缅方愿同中方携
手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地
造福两国人民。

□本报记者 周晓华
在海东市乐都区，白墙灰瓦的安

置楼与青山绿水相互映衬，构成一幅
美丽的乡村画卷。社区广场上，孩童
们嬉笑追逐；帮扶车间内，青绣女工们
飞针走线。这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场
景，正是乐都区创新实践“易地扶贫搬
迁+N”模式结出的累累硕果。

近年来，乐都区紧紧围绕“搬得
出、稳得住、有产业、能致富”的核心
目标，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易
地搬迁后续扶持路径，帮助搬迁群众
在新家园开启幸福生活的新篇章。

在芦花乡梦圆居安置点的“青绣
帮扶车间”内，48 岁的王大姐正全神
贯注地绣着一幅牡丹图，随着银针穿
梭，图案渐渐鲜活起来。“以前在山里
种地，一年到头收入不到 5000 元，日
子过得紧巴巴。现在好了，在家门口
的车间绣青绣作品，每月能挣 2000多
元，既能赚钱又能照顾家庭。”王大姐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记者了解到，乐都区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技艺与产业帮扶深度结合，在
安置点建成 12 个青绣车间，带动 300
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人均年增收2.4万
元，成功将“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
济”，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为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乐都
区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
建成 6 个生态养殖基地，流转土地
133.33 公顷，带动搬迁群众人均年增
收 4000元以上，让产业发展的红利真
正惠及广大群众。在寿乐镇仓岭顶村
的养牛牧场，100 多头西门塔尔牛膘
肥体壮。“牧场每年向村集体缴纳3万
元收益金，还吸纳了 300人次务工，帮
助不少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
收。”牧场主介绍说。

沿着南山大通道驶入徐家台安置

点，“美丽乡愁”乡村旅游基地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农家院里，洋芋酿皮的
香气扑鼻而来；传统油坊中，游客们兴
致勃勃地体验榨油过程；CS栈道上，
孩子们欢呼雀跃，尽情玩耍。“我们充
分盘活 100 间铺面、29 座四合院等资
源，打造‘一铺一特色’的文旅综合
体。”旅游公司负责人介绍，项目自运
营以来，年接待游客达 10 万人次，带
动 300 名搬迁群众人均年增收 6000
元，让乡村旅游成为群众增收的新引
擎。

蒲台乡羊起台新村的“蒲台水暖
工”早已名声在外，去年还荣获全省

“优秀劳务品牌”称号。如今，“蒲台水
暖工”已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服务范围
不断扩大，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
重要途径。

在岗沟街道七里店安置区，现代
化的智慧服务触手可及。居民只需刷
脸即可通过智能门禁，通过手机 App
就能一键预约各类社区服务。“我们引
入15项智慧应用，实现从党建管理到
医疗服务的全覆盖。”社区工作人员介
绍，“六融”工作法的实施，让搬迁群众
快速融入城市生活，安全感、归属感和
幸福感显著提升。

从深山土坯房到现代安置楼，从
“靠天吃饭”到“多元增收”，乐都区用
党建引领之“笔”、产业赋能之“墨”、文
旅融合之“色”，精心绘就了易地搬迁
群众的幸福新图景。

易 地 搬 迁 劳 动 力 就 业 率 达
94.75%、全区村集体经济收益达 6705
万元、180 个村年收入超 10 万元……
一个个温暖的故事，一组组亮眼的数
据，见证着“乐都经验”正成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生动范例，也让乡村振兴的
美好梦想在这片土地上照进现实，熠
熠生辉。

乐都易地搬迁
“搬”出幸福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

习近平同缅甸领导人敏昂莱就中缅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本报讯（记者 孟霞）近年来，海东
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法律援助工作始终
秉承便民、利民的工作理念，着力打造
均等、普惠、快捷的法律援助体系，群
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不断提高。

互助县打破传统申请模式限制，构
建“线上+线下+流动”三位一体申请渠
道。线下在互助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设立法律援助专窗，19个乡镇司法所及
302个村（社区）法律之家均设立法律援
助联络点，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和法律明
白人，提供“一站式”申请服务，对老年
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
线上运行好“青海法网12348”平台，群
众可随时随地提交申请材料，实现“足
不出户”即可完成法律援助申请。同
时，针对偏远山区群众，组建法律援助
流动服务小组，定期深入村社开展巡回
受理，现场指导群众填写申请表格，收
集申请材料，真正实现法律援助申请

“零障碍”。通过简化申请流程，压缩证
明材料，对经济困难证明实行告知承诺
制，极大降低了群众申请法律援助的门
槛与难度，仅今年以来，互助县受理法
律援助案件462件。

为提升法律服务效率，互助县建
立法律援助快速响应机制，对符合条
件的申请即时受理、即时审查、即时指
派。针对群众法律需求特点，设立婚
姻家庭纠纷、土地邻里纠纷等特色法
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批“绿色通道”；对
于农民工讨薪、工伤赔偿、家庭暴力等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紧急案件，实现
当日受理、当日审批、当日指派律师办
理。同时，推行法律援助案件“容缺受
理”机制，在基本条件具备、主要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但次要材料欠
缺的情况下，先予受理案件，允许申请
人在规定时间内补正材料，有效节省
了群众办事时间。

互助县依托“12348”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设立法律咨询专席，为群众提
供 7×24 小时不间断法律咨询服务。
打造“云端法律诊所”网络在线咨询平
台，通过文字、语音、视频等多种方式
与群众实时互动，针对群众常见的法
律问题，实现智能快速回复；对于复杂
法律问题，由专业律师进行一对一解
答，确保咨询答复的准确性与专业性，
截至目前，累计提供法律咨询 2717人
次。同时，定期邀请法律专家、知名律
师开展“土乡法治云课堂”线上法律知
识讲座，围绕土地承包、婚姻家庭、民
间借贷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
问题进行讲解，并通过现场答疑等活
动，进一步拓宽群众获取法律知识与
咨询服务的渠道，真正让群众“不跑
腿”就能解决法律疑惑。

为提升公众认知，增强维权意识，
互助县组织法律援助工作者、律师、

“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组成法治
文艺宣传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企
业、寺院，通过土族安昭舞法治文艺演
出、用土族语言讲解法律知识、发放双
语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法律援助的
范围、条件、申请程序等内容。并利用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制作发布土族
刺绣法治宣传作品、土族花儿法治歌
谣、法治微电影等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的法律援助宣传作品，扩大宣传覆盖
面与影响力。

互助打造
10分钟法律服务援助圈

□本报记者 郝志臻 摄影报道
六月初，高原的阳光泼洒在海东

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马营镇洒达庄
村的田垄上，30 栋银灰色拱棚闪着微
光，棚内早熟马铃薯的新叶正顶着地
膜舒展，远处梯田里的青稞随风泛起
绿浪——这个曾被“靠天吃饭”困住的
高原古村，正用勤劳与智慧，在唐蕃古
道的余韵里续写着春天的故事。

洒达庄村地处民和县中南部，这
里曾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千
年时光里，驼铃与马蹄声曾在此交织，
见证过汉藏商贸的繁华。如今，古道
的辙印虽已被岁月抚平，但在村口的
老槐树上、在村民口耳相传的故事里，
古镇的历史脉络仍然留存。

然而褪去昔日光环，这里一度是
个“捧着土地受穷”的村落——千亩耕
地被切割成零散地块，村民靠着小麦、
玉米、马铃薯等传统作物，年复一年在
黄土里“刨食”，遇上干旱或暴雨，亩产
锐减；年轻人陆续外出务工，撂荒的田
地长着荒草，留守老人蹲在田埂上，望
着空荡荡的村落叹气：“地还是那块
地，咋就养不活人？”

转机出现在 2022 年春天，民和县
委县政府提出“整合土地资源，发展特
色农业”的思路。马营镇党委政府敏
锐抓住机遇，组织洒达庄村“两委”赴
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等地考察学
习。“人家能在戈壁滩上种出‘金果
子’，我们的土地难道就长不出‘摇钱
树’？”村党支部书记温尕虎攥紧了笔
记本，上面记满了“土地整合”“品种改
良”“机械化”这些新鲜词。

思路既定，关键在实干。
早在 2021年，30万元“一村一品”

产业资金就像一颗种子，在洒达庄村
埋下希望——村里成立股份经济合作
社，试着种了 20公顷“青薯 9号”，没想
到当年亩产就比散户高两成。

2022年，洒达庄村召开村民大会，
以“土地入股、保底分红、收益共享”为
原则，启动土地整合工作。起初，不少
村民顾虑重重：“土地是命根子，交给
别人种能靠谱吗？”“万一赔了钱，全家
喝西北风？”村“两委”成员分片包干，
白天入户讲政策，晚上开会算细账，用

“算清三笔账”（土地流转保底账、务工
收入增加账、集体分红受益账）打消村

民疑虑。最终，40.67公顷土地顺利整
合，成立了“洒达庄富民种植专业合作
社”。

这一年，合作社引进“青薯9号”等
高产抗病品种，聘请民和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专家全程指导，推行机械化
耕作、科学化管理。金秋时节，连片的
马铃薯田一望无际，挖薯机穿梭其间，
金黄的薯块堆成小山。这一年，洒达
庄村的马铃薯喜获丰收，过磅单上的
500 吨产量、35 万元收入，让村民们第
一次觉得，土地真的能“生金”。

为了实现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利
用，避免长期单一作物种植可能引发
的病害和土壤退化问题，2023年，洒达
庄村创新采用了土豆、玉米与青稞轮
作的种植模式。这种种植模式不仅有
效利用了玉米和青稞的种植周期，还
为村集体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益。三
年来，仅马铃薯种植就为村集体带来
了一大笔收入，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岗位，三年累计发放工资 90 多万
元，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

马铃薯种植的成功，让洒达庄村
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但村“两委”
并没有满足于现状，大家的目光又盯
上了“错峰种植”。

2024 年春，一场“蔬菜革命”在洒

达庄村悄然展开，合作社申请实施了
拱棚蔬菜种植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288.83 万元，修建拱棚 30 栋及相关配
套设施。

今年三月，高原还飘着残雪，可洒
达庄村的棚内却暖意融融——20个大
棚里的早熟马铃薯已冒出嫩芽，2个大
棚里的西红柿藤蔓顺着竹竿往上爬，
西瓜苗在滴灌带旁舒展着卷须，连豇
豆、香瓜都在试种名单里。

“咱先做实验田，哪种作物水土
服，明年就推广哪种！”温尕虎蹲在棚
里，指尖划过马铃薯叶片，水珠顺着叶
脉滚落，渗进脚下的黑土。30 个蔬菜
工棚里种上了早熟洋芋、辣椒、茄子、
西红柿等作物。

说起拱棚的优势，村民们掰着指
头数：沟里的泉眼四季流淌，经农牧局
检测，水质好得能直接喝，滴灌管网铺
到每垄地，想浇多少水“拧个阀门就
行”；从新疆返乡的陈成家成了“土专
家”，戴着草帽在棚间穿梭，看见西红
柿叶子发黄，立刻掏出手机拍给县农
技站专家：“这是缺钾，得追点有机
肥！”最让大家伙儿高兴的是在家门口
打工——除草、采摘、架秧……附近的
村民闲了就来，一天100元工钱揣进兜
里，逢人就笑：“这辈子没想到，老了还

能在大棚里上班！”
六月的拱棚里，早熟马铃薯的茎叶

已没过膝盖，薯块在土层下悄悄膨大；
西红柿枝头挂着青绿色的幼果，在高原
的强光下泛着光泽。温尕虎算了笔账：
7月初首批马铃薯上市，赶上“夏菜空缺
期”，批发价能比露天种植高50%；随后
西红柿、西瓜陆续成熟，错峰上市的各
类农产品收入一定能够更好。

更让他期待的是，村里一共有 300
多公顷耕地，目前合作社仅仅整合了不
到三分之一，还有一大半没整合，“明年
我们还可以扩大拱棚规模，再试试高原
夏菜，说不定能搞‘订单农业’！”

从“靠天吃饭”到“靠产业致富”，
洒达庄村的蜕变，藏在土地整合时的
耐心沟通里，藏在拱棚建设时的挥汗
如雨里，藏在村“两委”带着村民摸爬
滚打的日日夜夜里。如今的洒达庄
村，再也不是那个“年轻人走光、土地
撂荒”的空心村：30 栋拱棚成了“聚宝
盆”，50 多个就业岗位让村民“挣钱顾
家两不误”。

夜风掠过拱棚，发出沙沙的响声，
那是马铃薯叶片在舒展，是西红柿藤
蔓在攀爬，在希望的田野上，洒达庄人
正用汗水浇灌春天，让高原古镇的每
一寸土地，都生长出看得见的幸福。

在高原古镇续写春天的故事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海东实践系列报道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