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客 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奥克兰、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21年2月23日 星期二 辛丑年正月十二

今日12版 第11182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新华社北京2月 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
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充分肯定
探月工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就。他强调，要弘扬探月精神，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
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
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上午 10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经久不
息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栾恩杰等亲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
工程成果展览，听取有关月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成
果、国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绍。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
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
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
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
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
共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
新征程。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
谋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
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坤明、王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

治区、直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完成六次探测任务。嫦娥五号任务
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于2020年12
月17日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
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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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习近平等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图为习近平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月 22 日
晚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吉建交 29年来，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
风云变幻考验，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双方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
硕，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中方真诚希望吉尔吉
斯斯坦实现稳定发展，支持吉尔吉斯斯坦走符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维护国家独立、主权、
安全。中方愿同吉方一道，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势，推动中
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将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
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中吉要推动两国务实合
作持续稳定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
互联互通、农业等领域合作，确保重大合作项目顺利推

进。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吉投资兴业，欢迎吉尔吉斯斯
坦扩大优质农产品等对华出口。双方要加强安全合作，
维护好两国及本地区安全和稳定。中方愿为吉方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提供支持，深化疫苗等领域合作。

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感谢中方为吉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宝贵帮助并真诚支持吉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是吉
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吉方坚定支持
中方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
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吉方欢迎中国企业赴吉投资，
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进铁路等大项目合作，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
就坚持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的倡议主张十
分重要，在当前形势下具有特殊现实意义。吉方愿同中方
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
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取得更大成功。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月 22 日
晚同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
国家和非洲国家，中埃关系是中阿、中非团结合作、互
利共赢的典范。中国始终将埃及置于中国外交全局的重
要位置，是埃及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中方支持埃方
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所作努力，支持埃及
人民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埃方巩固政
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
调配合，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中埃互相提供紧急抗疫物资，充分体现了
患难见真情。中方愿同埃方加强疫苗合作，支持国际社
会团结抗疫，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中埃务实合作克服疫情影响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重大合作项目有序推进，执法安全、航天等
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埃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携
手共建“一带一路”。中方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埃及投
资，愿同埃方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产能、科技等领域合
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塞西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塞西表示，今
年是埃中建交 65周年。埃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牢固
友好，在国际事务中合作紧密，有力促进了两国人民利益。
埃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台等问题上的原则立
场，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坚决反对以
人权为由干涉中国内政。埃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埃投资
合作，愿同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埃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感谢中方一直为非洲和发展中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提供宝贵支持，希望同中方继续加强疫苗合作。

习 近 平 同 埃 及 总 统 通 电 话

一个奇迹，令世人瞩目。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8年后，全部脱贫。
占世界近 1/5人口的大国，彻底摆脱绝对贫困，是

人类减贫史所未见。这个大事件，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发生于中国。

泱泱大国，治国理政千头万绪。在轻重缓急间传递
着党的初心、国家的温度。山脚下直通省城的路、搬出
土坯房的家、家门口就能读书的课堂，人们从点点滴滴
的变化中，读懂中国。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
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习近平总书记和乡亲们的脱贫故事，是中国共产党
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中国的故事。

情怀：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015 年 10 月 16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高朋满座，
各国嘉宾汇聚一堂。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
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总书记动情地回顾起一路走来的历程，颇为感慨：
“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
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这是一位常年深入最偏远农村，经常出现在最贫困
群众身边的大国领袖。多少回，前一天总书记还在风云
际会的外交场合，在重大关头引领国际议题，第二天已
经轻车简从，风尘仆仆赶去贫困村。

数年间，总书记的足迹遍布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

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
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
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涉
藏州县、新疆南疆三地州……

翻山岭，冒风雪，顶烈日。一串串足迹，在中国地
图上星罗棋布，丈量着从贫困到小康的进程，也澎湃着
党心民心的同频脉动。

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他走进地处边陲、正艰
难进行产业转型的林区；在大凉山村寨，他沿山路看了
一户又一户人家；在秦巴山麓生态移民村的老乡家，他
挨个屋子转一转，摸摸炕脚暖不暖；太行山深处，他带
着贫困户一笔笔算脱贫账；他走进六盘山区破矮的土坯
房，舀起一瓢水尝尝水质；武陵山区层峦叠翠，一位老
人紧握着他的手，一个劲地夸赞党的政策好……

置身扶贫一线求解脱贫，是习近平同志多年来一以
贯之的工作方法。早在福建宁德工作时，路途最偏远难
走的寿宁县下党乡，他就是第一个到那里的地委书记。

乡亲们至今记得，是当地乡党委书记拿柴刀一路砍，
习近平同志拿竹竿拨草向前。至今，下党乡的人们还常
念叨，习书记端起村里满是茶垢的杯子、和乡亲们唠家
常的模样。

曾在宁德地委工作的同志回忆起那时：“一年里他
半年的时间都在下乡，入户看得很细，不知道掀了多少
锅盖、掀了多少桌盖、掀了多少铺盖。”

锅盖铺盖里，装着群众真实的吃穿用度。习近平同志
读得懂锅里的穷，感受得到受穷的痛。

当年，他从北京到陕北梁家河的时候，还不到 16岁。
在那个每到青黄不接农民就要外出讨饭的穷窝子，他一
干就是7年。他也一样挨饿，仅吃过一次白米，米香记到现
在。他和村民们辛苦劳作，打井、筑坝、淤地、修梯田、建沼
气池，就是要让生活能够好一些，能过上“一年四季吃上
玉米面”的好日子。“但这在当年几乎比登天还难。”

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令他刻骨铭心：“多年来，我
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
的。”从村到县、市，到省，到中央，习近平同志始终
挂念着众多还没有摆脱贫困的乡亲们。那些人、那些
事，都装在他的心里。 （下转第二版）

总书记和乡亲们的脱贫故事
本报记者 杜尚泽 王汉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