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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汇涓
流、战风浪、纳百川的奋斗史。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
是一个小池塘”“经历了无数次狂
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
5000 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
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
这儿！”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以大海为
喻纵论中国经济，豪迈宣示了中国
经济前景光明的信心，彰显了保持
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底
气和定力，传递出中国将始终是世
界经济增长稳定动力源的信念。

让中国经济的大海更加壮
阔，就要增强必胜信心。当前，中国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前
三季度我国GDP增速6.7%，城镇
新增就业超过1100万人，服务业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60.8%。今天的中国，稳居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对世界经

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同其他
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经济增长
仍居世界前列。正如习近平主席
所强调的，“中国具有保持经济长
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诸多有利条
件”，我们有13亿多人口的内需市
场，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
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有超
过 1.7 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
业技能的人才，综合各方面因素
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
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
变。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我们
完全可以抱持乐观态度。

让中国经济的大海更加壮
阔，就要保持战略定力。诚然，在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
经济发展也遇到了一些突出矛盾
和问题，一些领域不确定性有所
上升，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一
些领域风险挑战增大。但总体

看，这些都是前进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积极加以解
决，成效已经或正在显现出来。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大海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
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
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
塘，但不能掀翻大海。”我国发展
一时一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
是东风浩荡，我们要有这个定力，
不能一看到有点起伏波动、有些
下行压力，就看不到长期向好的
大势。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
下大气力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一切困难挑战。

让中国经济的大海更加壮
阔，就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40 年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发展了
自己，也造福了世界。这一伟大
实践深刻启示我们，要胜利实现
既定战略目标，就必须坚定不移
走改革开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

之路、富民之路。习近平主席宣
布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
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
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
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重大举措，
彰显了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决
心，更传递出“以开放促改革、促
发展”的信念。面对风险挑战，只
要我们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扩大开放，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
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
入，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加快转入
高质量发展轨道，迎来更加光明
的发展前景。

40 年来，中国人民用辛勤和
汗水书写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一
大奇迹”。奋进新时代，把改革开
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始终做
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
经济的大海就一定会更加壮阔，
中国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
新的更大奇迹。
（转载自11月12日《人民日报》）

让中国经济的大海更加壮阔
——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广告

□ 特约记者 施新弟

郑家庄是洱源县三营镇的一
个自然村，全村有125户525人，这
里居住着汉、藏、白、傣、纳西、傈僳、
彝7个民族。近年来，该村通过卓
有成效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切实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水平，
有效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
发展。

共建美好明天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
局中，郑家庄坚持“1+2+7”民主议
事会制度，“1”是指党支部书记，

“2”是指藏族和汉族的两名村民小
组长，“7”是指 7 个民族各一位的
议事代表。对村内的大事小情，
党支部、党小组议事决定后，提交
到“1+2+7”的议事小组，由议事会
进行表决和通过，所有的征地拆
迁、占房占地、邻里纠纷等事情都
要通过议事小组来表决。

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民族团
结政策，各民族间相互通婚占60%
以上，有的家庭甚至由3个不同民
族组成。藏族过藏历新年，村里
各民族就在一起按藏民的习俗过
年；汉族杀年猪，会邀请其他民族
到家里吃杀猪饭；彝族火把节、白族
本主节，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唱歌、
跳舞、吃饭；中秋节和大年初六，
全村所有人聚在一起共庆佳节，
这种做法已持续了20多年。全村
7 个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学
习、相互交融，树立了民族团结进
步的新标杆。多年来，村里没有
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没有发生
过一起群众上访，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乡，形成“七个民族一家
亲”的大家庭。

共治和谐村庄

从1991年开始村里自发组织

了一个护村队，1993 年郑家庄党
支部向乡镇党委政府、派出所和
公安机关申请成立了治安联防
队，负责对全村的治安进行巡
防。全村125户每户出1名青壮年
劳力，每3户为1组，全村共36组，
平均每年每户为全村值守一周左
右，在该村形成了集村“治保、调
解、普法”于一体的群防群治体
系。定期邀请公安和司法干警为
联防队员进行法律法规知识培
训，并以每年开展“送法下乡”活
动为契机，多形式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治安联防队伍的工作水平
不断提升。

同时，该村还建设法治文化
广场，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
围。每年的春节、火把节、中秋
节等重大节日，全村各族群众都
要聚集在村里的广场上，团团围
坐，共进团圆餐、共饮团圆酒，手
拉手、肩并肩，伴随着和谐的音
符，跳起欢快的舞蹈。村里组建
了阳光文艺队、老年文艺队等，
定期开展文艺汇演，还在家门口
举办了自编自导的文艺晚会，不
仅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
活，也有效地改变了群众的精神
面貌。

共享幸福家园

在郑家庄，每位村民对村庄
都有强烈的荣誉感和归属感，人
人以村为家。在村民的决策议事
中，组建了多民族议事小组，每个
民族有一个代表，小事由村民议
事小组讨论决定，大事由村民大
会讨论决定；民族代表监督村规
民约执行；村里的项目建设、集体
支出村民说了算，村里每个季度
公布一次财务收支情况，实现多
民族共同管理村庄。

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围绕培植
乳畜业、烤烟和中草药材营销等
产业，走出了一条“宜农则农、宜
商则商、忙时为民、闲时为商”的
发展路子。村民们开起了“木瓜
园”“藏家怡园”“彝族小园”等农
家乐，吃上了“旅游饭”，日子一天
比一天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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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郑家庄：
共建共治共享和谐一家亲 本报讯（通讯员 赵波） 11 月

10日，州长杨健主持召开大理白族
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 15 次
常务会议，通报暂停实施大理州

“十三五”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有关情况；听取大理市“三线”划定、
洱海流域“三禁四推”、苍山洱海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等工作情况
汇报；研究大理州贯彻落实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及专项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方案、省政府洱海保护治
理督导及现场办公会精神整改落
实实施方案。

会议要求，全州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切实
维护生态环境安全。要进一步增
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高标
准、严要求，以坚决的态度立行立
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
省生态环境厅来函反馈问题，杜绝
搞变通、打折扣、降标准。要认真
贯彻落实省政府洱海保护治理督

导及现场办公会精神，进一步提速
生态搬迁，坚决打赢生态搬迁攻坚
战；进一步加强“三线”管控，对非
法侵占、违规建设、违规经营等行
为坚决依法严惩，全面加快筑牢洱海
生态屏障，推动大理州绿色发展、
共享发展、跨越发展。

会议指出，全州各级各部门要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刻认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严峻
性，持续推进洱海流域“三禁四推”
工作，加大大蒜禁种、改种和农业
绿色生态种植研究，优化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升
级。落实好洱海流域含氮磷化肥
去库存任务，完善销售网点进销台
账和信息化管理，加大农药经营许
可工作推进力度，强化执法监管，
尽快在全州建立含氮磷化肥和高
毒高残留农药禁售禁用管控长效
机制。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抓
住打造“绿色食品牌”机遇，下最大
决心彻底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坚决
打赢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持
续推进全州农业绿色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杨健主持召开州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
研究相关议题

11月10日，巍山县五印乡新民村委会新村，高山彝族群众正在
家里进行玉米脱粒。

初冬时节，巍山县14万亩玉米喜获丰收，当地农民抢抓农时抓紧
收获晾晒玉米，并及时开展玉米脱粒，确保玉米颗粒归仓。

［特约记者 张树禄 摄］

□ 记者 张红梅 通讯员 李继明

初冬的深夜，寒风凛冽。11月
7 日晚，在大理市下关镇大庄村
南海边沟旁，大庄村水管员赵建金、
李红胜正不畏寒冷，蹲守在沟边，
严防沟里的污水直接流入洱海。

他俩身着军绿色棉衣，棉衣外
面套着一件印有“下关镇水管员”的
马褂，头戴一顶有头灯的安全帽，一
丝不苟地将上游流下的生产生活污
水和农田尾水及时抽排到污水管
网，这些污水将通过污水管网，最终
进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我家离这里相当近，但为了
把这个水守好，我们吃住都在这
里，很少回家。”赵建金指着停在
沟边的一辆微型车告诉记者，蹲守
期间，他们俩吃住都在这辆车上。

冬天的夜特别冷，为了熬过漫
漫长夜，他们生了一盆火，工作间
隙靠烤火驱寒。赵建金说：“为了
保护我们的洱海，大家再苦再累都
没有怨言，因为这是我们的母亲
湖，一定要保护好。”

据了解，大庄村有6条这样的排
水沟，共有12名管水员，他们24小时
不分昼夜地轮流坚守在沟边，非常辛
苦。但他们说：“为了不让一滴污水
流进洱海，再苦再累也都值得！”

在下关镇洱滨村，水管员杨学华
和他的同伴也一直坚守在沟边。
杨学华说：“我们晚上熬夜白天休
息，等天亮就有人来替换我们。我
们的职责就是要把这些脏水全部抽
走，不能让它们流到洱海里。”

据洱滨村管水组负责人杜光辉
介绍，该村有11条这样的沟渠，每条
沟都有人 24 小时在值守管护。现
在，全村形成了“源头管控无死角、
巡防巡查全天候”的管控格局。

杜光辉说：“只要发现污水，我
们是一路拦截，该分流的分流、该
堵的堵，再淌下来的水我们在各个
点抽掉，千方百计不让一滴污水流
入洱海。”

治水必先治污，治污必先截
污。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州持续
高位推进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
动”，在源头管控上着力、在巡防巡
查上强化，做到长效机制与应急措
施长短结合、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
双管齐下，洱海保护治理形成了

“全民兼兵”的大会战格局。据不
完全统计，洱海流域16个乡镇各村
委会干部、水管员、滩地管理员等
全员上岗，上万名干部群众每天忙
碌在截污治污一线，全力将各项工
作措施落实到位，誓不让一滴污水
流入洱海。

全面推进“七大行动”
坚决打赢洱海保护治理攻坚战

“不让一滴污水进洱海，
再苦再累也值得”

□ 通讯员 刘银珍

10月下旬，南涧县母子垦水库
移民刘介春的冬桃迎来收获季
节。从去年2月栽种到今年10月采
收，历时 21 个月，大理州农科院经
济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王云祥
也第21次走进他的70亩果园。

在冬桃园，王云祥边看边说：
“果子长势不错，大的每个3两多，
建议采取集中销售和分散销售相
结合，多条腿走路，我们可以帮忙
介绍几个大客商。”在王云祥看来，
好果应该努力卖好价。从项目规
划前考察、项目落地后挖塘、修枝、
整形、施肥、套袋到销售，每个阶段
王云祥都要到现场指导，期间还数
次借助南涧县移民局建立的技术
交流微信群进行指导。

在开展移民后期扶持产业上，南
涧县不仅开展送果苗、送肥料、送技
术“三送”服务，且与大理州农科院建
立了长期技术帮扶合作机制，产业布
到哪里，技术就跟进到哪里，实现了

产业扶持与科学扶贫无缝对接。
据介绍，过去南涧部分移民区

产业发展出现小、散、乱、管理粗放
等特点，像公郎镇移民新村湾子
村，114亩土地共有零散产业11个，
乍一看什么都有，但结果是什么都
没有好收成。

“移民区产业发展，选种是关
键，要根据当地气候类型、特点、区
位优势，科学选种相应的果种。”
王云祥说。南涧县移民区产业种植
大致分为两个区，海拔1650米以内
属于低热区，主要发展沃柑、葡萄、
天下第一枣、软籽石榴等热区果种；
海拔1650米至2200 米之间属于温
良区，布局着冬桃、红梨等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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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扶贫到“一线”
移民产业结“金果”

洱源多举措助推年轻干部成长成才 喜洲的本主庙会 习近平参观“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洱海卫士赵文：
我会一直干下去

看非法网店如何“套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