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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记者 于文静）《全
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年）》近日
印发，明确建设以节能宜机为主的现代设施种植
业、以高效集约为主的现代设施畜牧业、以生态
健康养殖为主的现代设施渔业、以仓储保鲜和烘
干为主的现代物流设施等4方面重点任务。

这是记者15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日农业

农村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
部 制 定 印 发《全 国 现 代 设 施 农 业 建 设 规 划
（2023—2030年）》，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现代
设施农业建设规划，对促进设施农业现代化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据了解，规划包括1个总体规划、4个专项实
施方案，部署实施现代设施农业提升、戈壁盐碱
地现代设施种植建设、现代设施集约化育苗（秧）

建设、高效节地设施畜牧建设、智能化养殖渔场
建设、冷链物流和烘干设施建设等6大工程。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现代设施农业规
模进一步扩大，区域布局更加合理，科技装备条
件显著改善，稳产保供能力进一步提升，发展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增强。设施蔬菜产量占比
提高到40%，畜牧养殖规模化率达到83%，设施渔
业养殖水产品产量占比达到60%，设施农业机械

化率与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达到60%和70%，建
成一批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基地，全国设施农
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

据悉，农业农村部15日在山东青岛召开全国
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推进会。会议明确，各地要强
化政策支持引导，通过投资补助、贷款贴息、专项
债券、设立基金等多种方式加大投入，引导社会
资本积极投资建设现代设施农业。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出炉
明确4方面重点任务

6月15日，采火使者点燃采火棒。当日，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初夏的良渚古城遗址，潺潺流水、呦呦鹿
鸣，在大自然声响谱写的原生态交响中，19名身着白色服饰的采火使者缓步登上台阶。“19”寓意第19届亚运会。

据悉，亚运火种采集仪式结束后，9月中旬将在杭州西湖举行第19届亚运会火炬点燃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之后，火炬将在浙江11个城市传递。
同时，“数字火炬手”也将通过“亚运一站通”平台，在中国各个城市和亚洲各国、各地区进行线上传递。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杭州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在良渚古城遗址举行

据新华社太原6月15日电（李国利 郝明
鑫）6月15日13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
号高分06A星等41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批卫星主要用于提供商业遥感服务及相
关技术验证。

一箭41星！
我国成功发射吉林一号高分06A星
等41颗卫星

（上接01版）
据统计，全市共出动排查 7944 人次，排查

险情、隐患 995 宗，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386 人。
其中，城管部门派出10支队伍116人，出动排涝
应急车辆1部、8寸水泵2台，园林绿化作业车辆
6辆，开展排查检查15处，发现内涝积水隐患处
4处，落实整改4处。公安部门出动警力1605人
次，排查隐患31处，受理群众求助警情134起，
救助车辆4辆次。住建部门派出5支队伍共19
人，开展排查检查50处，落实整改25处。交通
部门派出检查人员24人，排查检查发现问题隐
患6处，已落实整改4处。供电部门派出53支
队伍272人开展排查，检查377处，发现问题23
处，落实整改23处。消防救援支队共接处警4
宗，调派指战员33人，执勤车辆6部，营救被困
人员17人，抢救财产约47000元。

（上接01版）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中华文明长期形成

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这 种 统 一 性 ，建 立 在 强 大 的 文 化 认 同

之上。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赤峰博物

馆观看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说唱展示
时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
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辽阔的中华大
地上，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
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
华文化。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
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
歌”，从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
织锦护臂到陕西出土的唐代“三彩载乐骆驼
俑”……历史充分证明，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
铸就了追求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

这种统一性，蕴藏在自古以来的实践传
承之中。

六合同风、四海一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
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秦国‘书同文，
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
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
化的正统自居。”

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始终秉持着国土不可
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
同信念，矢志不渝地追求统一、趋于统一、实现
统一，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屡仆而
屡兴、愈挫而愈勇。

这种统一性，熔铸成血脉里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重

要脉络。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
会与个人，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那是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
继，“我死国生，从容去”的壮怀激烈；那是为
了研制“两弹一星”，一大批科技工作者以身许
国、深藏功与名的赤子之心；那是自愿守边陲
的藏族牧民“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朴素情
感；那是以身作界碑的战士们“清澈的爱，只为
中国”的无悔誓言……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熔铸在中华民族精

神血脉里的家国情怀，将个人、集体、国家的前
途命运紧紧相连，让我们无论面对何种艰难险
阻，都能够团结凝聚、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铸就
共同理想信念

2018 年 6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
察期间，登船来到刘公岛，登上东泓炮台遗址，
并参观甲午战争史实展。

甲午之败后危难当头，中华儿女万众一
心、抗争求索，共同书写了抵御外来侵略的英
雄史诗。

总书记语重心长：“我一直想来这里看一
看，受受教育。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13
亿多中国人要发愤图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
更好更强大。”

这是历史的教诲，也是文明的指引：统一
的信念，维护统一的国家；国家的统一，熔铸信
念的统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各
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
固凝聚。

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
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农耕文明
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
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
各民族文化共同熔铸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

因为融为一体，所以颠扑不破。从脱贫攻
坚战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坚定决心，到改
革大潮中“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非凡
魄力；从抗疫斗争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深厚情怀，到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时“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顽强意志……面对涉滩
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文明的坚韧赋予中
华民族共克时艰的坚强。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
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2022 年 7 月 3 日，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
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参
观。900 多件从北京故宫博物院精选的藏品跨
越千里来港展出，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

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见证下，故宫
博物院与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签署了《兴建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为香港融入
祖国发展献上一份文化厚礼。

“14 亿中国人民凝聚力这么强，就是因为
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这
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意味深长。
一样的血，一样的梦。国土的统一、国家

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文明的赓续，早已成为每
位中华儿女的坚固信仰，共筑华夏儿女心手相
依、团结奋斗的根基。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
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考察调
研。当总书记对师生、对村民、对社区居民们
讲起“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话音未落，现场
千百个声音不约而同地响亮回答：“紧紧抱在
一起。”

因为有着坚强统一的祖国，我们才能深入
推动区域协作，让“山海情”隽永绵延，千千万
万贫困家庭得以“挪穷窝”“换穷业”“拔穷
根”；因为有着坚强统一的祖国，我们才能在大
灾大疫前坚持全国一盘棋，展现“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强大优势……

纵览中华上下五千年，凡是国富民强的盛
世，无不出现在“大一统”的昌明时代；而民不
聊生的岁月，往往伴随着政权衰落、分裂割据
的历史背景。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统一’
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
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昭示
我们凝心聚力，在新的起点上创造
新的更大辉煌

“明天的中国，力量源于团结。”
2022 年的最后一天，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电

视和互联网，发表了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人
们发现，总书记书架上新摆放的照片里，加入
了过去一年他同新疆各族群众、同香港同胞、
同陕西老乡们在一起时的多个温暖瞬间。

“14 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迈不过的坎。”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不断凝聚共识，是中华民族一路闯关夺隘
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前进道路上，突出
的统一性依然是我们凝心聚力、发展文化、复
兴文明的强大底气。

从统一性，感受文化发展繁荣的要义——
2023 年 6 月闭幕的第十九届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宜兴紫砂、龙泉青瓷、杭
绣、东阳木雕、发绣、扬州漆器……丰富多彩的
展品风格各异，共同组成中华文化和谐共生的
图景。

文化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辨识
度。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多元意味着丰
富的文化形式，一体则展现为中华文化独一无
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

中国繁荣发展的文化，正是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的文化，是鲜明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文化。它积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从统一性，领悟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
2023 年春节期间，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票难

求。人们走进午门正殿，在开年大展“国子文
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联展”中探寻砥砺奋
进的家国情怀。

笔墨纸砚、诗书画卷……一件件饱含经世
济国之情的展品，讲述着中华文化中“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歌颂着“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脊梁。

正是这股精神牢固凝聚着国人，支撑我们
以分不开、打不乱、志不散的状态，跨过历史的
沟壑深谷。

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冰雪健儿驰骋
赛场取得骄人成绩，到亿万农民辛勤劳作实现
粮食生产“十九连丰”；从各地基层干部扎根乡
土投身乡村振兴火热实践，到无数医务人员不
畏艰辛奋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深刻感悟到“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
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统一性，深刻认识新的文化使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

展繁荣为条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
时代强音。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需要我们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广泛地凝心聚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建设和文明
发展上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
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
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勠力同心、和衷
共济，共同守护中华民族“根、魂、梦”，一定能
够更好地担负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

新华社记者 白阳 徐壮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从中华文明统一性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记者 白阳）记者
15 日从司法部召开的媒体通气会获悉，截至
2022年底，全国共建成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
平台54.9万个，依托司法所建立乡镇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3.8万个，60多万个村（社区）配备法
律顾问，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中国法律服务网全
面建成、规范运行。

据悉，为提升法治乡村建设水平，近年来，
各地推动司法所与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
一体规划、一体建设、资源共享，努力为基层群
众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法律服务。截
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司法所3.9万个，其中乡
镇司法所3万个。

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依托乡镇（街道）司法
所等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 7 万余个，依托村
（居）委会设置法律援助联络点 26 万余个，群
众在家门口即可获得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
书、转交法律援助申请等服务。2022 年，全国
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农民和农民工法律
援助案件 83 万余件，惠及农民和农民工近 96
万人次，为农民和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355万
余人次。

此外，自 2021 年以来，全国已培育 383 万
余名乡村“法律明白人”。广大“法律明白
人”活跃在田间地头，针对婚姻家庭、邻里关
系、房屋宅基地、山林土地、高价彩礼等农村
常见矛盾纠纷类型，向村民开展法治宣传，
及时排查微风险、化解微矛盾，维护乡村社
会和谐稳定。

各地还持续开展“公证进乡村”活动，在乡
村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室）设立公证咨询联络
点12万余个；配合检察公益诉讼，对涉农资源
破坏、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退化等案件提供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服务；对涉农纠纷提供法医
临床、文书、痕迹等鉴定服务，乡村法律服务多
元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我国已建成村级
公共法律服务实体
平台54.9万个

今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怎么
样？二季度消费态势怎么走？出口面临哪些挑
战与机遇？商务部15 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回应近期经贸热点。

前5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同比增长24.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发布会上介
绍，今年1至5月，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增长，对外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56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24.2%（折合517.8亿美元，同比增长16.1%）。

今年1至5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30.6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19.6%（折合91.6亿美元，同比增长11.8%），
占同期总额的17.7%。

今年1至5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
额371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新签合同
额4938.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6%。我国企
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2044.6 亿元人民币，新签合同额 2432.9 亿元人
民币，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5%和49.3%。

二季度消费市场有望继续保持
平稳增长态势

今年以来，国内消费市场加快恢复。一季
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6.6%，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5月，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今年1至5
月同比增长9.3%，比1至4月加快0.8个百分点。

“二季度消费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态势。”束珏婷说，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恢复
和扩大消费，商务部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完善消费政策。推动出台支持恢
复和扩大消费的系列政策措施。

近期，商务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
好2023年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工作的通知》，
下一步，将继续组织开展家电消费促进活动，深
入推进家电以旧换新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

二是持续办好消费活动。在即将到来的暑
期消费季期间，将推出“618端午欢乐购”“不夜
生活节”“数字消费节”等消费场景。

三是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将持续深化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步行街高质量发展，推进建
设智慧商圈，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

出口面临挑战和机遇并存
“整体看，今年中国出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并存。”束珏婷说。
从挑战看，出口面临较大外需压力。世贸

组织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1.7%，明显
低于过去12年2.6%的平均水平。主要发达经
济体通胀水平仍然较高，持续加息抑制了投资
和消费需求，进口连续数月同比下降。受此影
响，韩国、印度、越南、中国台湾地区近几个月出
口都出现了明显降幅，对美欧等市场出口低迷。

从机遇看，中国出口市场更多元、产品更多
样、业态更丰富，特别是广大外贸主体开拓创
新，积极应对国际需求变化，努力培育竞争新优
势，展现出较强韧性。

束珏婷介绍，商务部将全力落实好推动外
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政策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四
方面工作：

强化贸易促进：加大对外贸企业参加各类
境外展会的支持，持续推动企业和商务人员往
来畅通；办好第134届广交会、第六届进口博览
会等重点展会。

优化经营环境：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融资、信
保等金融支持；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
通堵点。

推进创新发展：积极发展“跨境电商+产业
带”模式，带动跨境电商B2B出口。

用好自贸协定：推进高水平实施《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协定，提高
公共服务水平，组织面向自贸伙伴的贸促活动，
提升自贸协定综合利用率。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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