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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6月6日，中国—吉尔吉斯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
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视频祝贺协定签署。

习近平指出，中吉乌铁路是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的
战略性项目，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
程。三国政府间协定的签署，将为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
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标志着中吉乌铁路正由设想变为
现实，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三国携手促合作、共同谋发展
的坚定决心。中国愿同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
国一道，再接再厉，为启动项目建设作好各项准备，早
日建成这条惠及三国和三国人民、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通道。

扎帕罗夫表示，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
旗舰工程，建成后将成为亚洲到欧洲和波斯湾国家的新运
输线，对促进沿线各国乃至整个地区互联互通、加强经贸
往来意义重大。希望这条铁路早日建成运营，为推动地区
共同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提供新助力。

米尔济约耶夫表示，今天的签字仪式具有历史意义，
是地区互联互通建设迈出的务实步伐。中吉乌铁路将成为
联通中国同中亚国家的最短陆上通道，还可打通南亚、中
东国家大市场，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地区国家对华合作，深
化国家间友好关系，符合各国长远利益。

中吉乌铁路起自新疆喀什，经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乌兹
别克斯坦境内，未来可向西亚、南亚延伸，建成后将极大促
进三国互联互通，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实现更快发展。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元首
视频祝贺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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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
视频祝贺协定签署。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
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拉蒙·雷波列特，鼓励中美两国高校
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友好贡献力量。

习近平表示，2006年，我在贵校见证了中美合作创
办温州肯恩大学签约仪式。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温州肯
恩大学办学成果显著，已经成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
项目，令人高兴。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
途命运。教育交流合作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
相知相近，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未来工程。你在信中表
示，将深化与温州肯恩大学的合作，鼓励美国学生来华
交流学习，我很赞赏。希望两国高校通过多种形式加强

交流合作，培养既了解中国也熟知美国的青年使者，为
促进中美友好搭建更多桥梁。

习近平在复信中说，欢迎你和美国教育界其他人士多来
中国走走看看，也请转达我对前任校长法拉希博士的问候。

2006年5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关心推动下，
温州大学和美国肯恩大学正式签约，决定合作创办温州
肯恩大学。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温州肯恩大学正式
设立，目前共有本硕博学生约4500人，已培养8届本科
毕业生总计3300余人。近日，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雷波列
特致信习近平主席，介绍合作办学情况及成果，表示将
积极响应习主席倡议，助力更多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
习，推动中美青年一代加强交流。

习 近 平 复 信 美 国 肯 恩 大 学 校 长 雷 波 列 特

本报北京6月6日电（记者李晓晴） 记者从国
家林草局6日召开的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视频会
上获悉，一年来，各地各部门坚持中央统筹、省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加强顶层设
计，强化统筹协调，创新体制机制，强化要素保障，
全力推进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已开工重
点项目 56 个，完成
造 林 种 草 约 4000
万亩。

聚 焦 攻 坚 战
“打什么”“在哪打”
“怎么打”等 关 键
问题，各地各部门
进 一 步 健 全 完 善
顶层设计，明确主攻方向和战略任务。印发《关于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的意见》《三北工程六期规划》等，在 13
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775 个县谋划 68 个
重点项目，规划综合治理和成果巩固任务 7.4 亿
亩。同时，通过协调安排特别国债、专项补助
资 金 、 加 强 林 草 生 态 用 水 、 吸 引 央 企 深 度 参
与、强化金融支持等方式，不断加强政策供给

和要素保障。国家林草局先后组织 4 批次 60 个工
作组分赴工程区包片蹲点，指导各地细化分解重
点项目。

此外，坚持科技创新，破解防沙治沙瓶颈。国家
林草局成立“三北”工程研究院，实施科技支撑七大
行动，全面推进15个科技高地建设，组织实施攻坚战

关键技术研发揭榜
挂帅项目。科技部
设立 2 个国家重点
研发专项，加强“三
北”防护林稳定性
与生态功能提升研
究。联合共建“三
北”地区生态系统

监测体系，组建由93个生态站构成的观测网络。
与此同时，建立区域联动、齐抓共管的联防联

治机制，内蒙古自治区会同三峡集团、中林集团等
央企，实施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治理项目。涉及毛乌
素沙地治理的四省区五市开展联防联治，今年新开
工重点项目全部向边界和上下风口靠拢。积极探索

“光伏+治沙”发展模式，风电光伏治沙产业一体化
建设进一步落地。

“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

造 林 种 草 约 4000 万 亩

三北地区面积大、地域广，
气候类型多样，地形地貌复杂，
山地、沙漠、戈壁、湖泊等自然生
态系统兼而有之，干旱、风沙、盐
碱、水土流失等明显。通过植树
造林种草增加人工植被，以及保
护和恢复天然植被等，可阻止流
沙扩展、改善沙区环境。

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
先要解决“种什么”的问题。三
北地区各区域降水、温度、土
壤等差异大，适宜种植的植物

也不同。
西北大漠戈壁地区，干旱

缺水、风沙严重，耐干旱、耐瘠
薄、抗风沙树种是首选。东北地
区气温低，生长期短，多种植樟
子松、白桦等耐寒树种。

此外，柽柳、盐爪爪等具
有聚盐、泌盐或拒盐特性的树
种，有助于改良内陆大面积次
生盐碱地；水土流失严重地
区，则宜选种侧柏、刺槐、白
刺等固土保水能力强的树种。

三北地区造林种草还要与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相结合。比如沙枣、核
桃、山楂等兼具生态效益和经
济价值的树种。

三北地区是我国国土绿化
主战场。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
布局、适地适树的原则，要加强
科技创新、智能管理应用，实现
由扩绿增量向增绿提质并重转
变；要深入挖掘、开发和利用乡
土树种资源，科学选择植被恢
复模式，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
型和密度。

（作者为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首席科学家、三北工程研
究院院长，本报记者董丝雨采
访整理）

本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朱
隽、郁静娴）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
悉，当前，冬小麦机收正由南向北
加快推进。截至6月5日，各地冬小
麦已收 1.9亿亩，收获进度 57%。四
川、湖北麦收已结束，安徽、河南进度
过九成，陕西过四成，江苏、山东、山
西、河北等省份即将进入收获高峰。

各麦收省份全力以赴确保夏粮
小麦适收快收、应收尽收。麦收总
体进展顺利，体现了机具足、保障
强、进度快的特点。

看机具——各地加强夏收机具
调度，单日投入联合收割机最多超25
万台，更多高效低损收获机具投入生
产一线。每秒9至10公斤大喂入量联
合收割机已经成为跨区作业主流机
型，有不少收割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
300 亩以上，进一步保障了夏收作业
需要。

看保障——许多地方农业农村、
交通运输、公安部门共同派出工作
人员在跨区作业接待站为南来北往
的机手提供服务，运输跨区联合收
割机的货车在高速收费站放行速度
加快。农机产销企业和地方农机部
门组织乡村维修点、流动维修车送
修送配件到田间地头。

看进度——得益于各地夏收工

作部署早、动手快、准备充分，加
之近期麦收地区大多天气晴好，目
前日机收面积已连续 9 天超 1000 万
亩，进度过半时间比常年快 2 至 3
天，今年“三夏”小麦机收大会战已进
入后半程冲刺阶段。

据中国气象局预报，未来一周麦
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总体利于成熟
小麦收晒，局部地区将有小雨但对当
地麦收影响较小。目前机收作业前沿
已到山西临汾、河南安阳、山东枣庄
一线，豫南皖南作业机具正陆续向北
转移。农业农村部将会同交通、公安
等部门组织各地切实加强农机作业
服务保障，进一步做好防灾救灾准
备，督促地方随麦收推进，切实加强
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
强化作业现场安全，严防麦田火灾，
努力确保安全生产。

冬小麦收获进度过半
日机收面积连续9天超1000万亩

延伸阅读▶▶▶
三北地区种的是什么树？

卢 琦
四川省巴中市通

江县将生态环境保护
与和美乡村建设有机
结合，积极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发展现代农业
产业，统筹推进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
调整、环境卫生整治等
工作，让农村的村容村
貌靓起来、生态环境美
起 来 、产 业 发 展 旺 起
来。图为通江县广纳镇
构花坪村。

程 聪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
王悦阳、张骁）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
程师赵志国6日在2024移动通信高质
量发展论坛上表示，据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测算，5G 商用 5 年来，5G 直

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 5.6万亿元，间
接带动总产出约 14 万亿元，有力促
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截至2024年4月底，全国
累计建成 5G 基站 374.8 万个，每万人

拥有 5G 基站数超 26 个，5G 网络从
“县县通”向“村村通”持续迈进；超
90%的 5G 基站实现共建共享，5G 基
站能耗较商用初期下降20%；建成5G
行业专网超 3万个；5G标准必要专利
声明量全球占比超42%；5G在采矿业、
电力、医疗等重点行业实现规模复制，
工业领域 5G 应用逐步从外围环节向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深入。

今 年 全 国 农 业 灌 溉 面 积 已 超 4 亿 亩

5G商用5年直接带动经济约5.6万亿元

本报北京6月6日电（王浩、尹
舒羿） 据水利部召开的水利保障农业
生产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消息，水利
部和各地通力协作，强化区域内水资
源优化调度和配置，实现精准灌溉和
科学灌溉，全力做好农业生产水利保
障。今年累计灌溉供水 528 亿立方
米，灌溉面积超过4亿亩，实现应灌
尽灌，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
安全供给提供了坚实水利支撑。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经过多年持
续努力，中国已建成大中型灌区 7300
多处，泵站、机井、塘坝等各类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 2200 多万处。耕地灌
溉面积达到 10.55 亿亩，在占全国
55%的耕地面积上生产了全国 77%的
粮食和90%以上的经济作物。水利部
全力加快水毁工程修复，补齐灌排设
施短板。去年实施的598处大中型灌
区建设改造项目，新增恢复改善灌溉

面积 3500 多万亩，进一步完善了灌
排体系，在今年春季农业生产中发挥
作用。安排国债资金实施的 1197 处
灌区建设改造，开工率已达九成，为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夯实
水利根基。

当前，夏收、夏种、夏管正忙。水利
部持续推进灌溉供水保障工作，扎实开
展防汛备汛，精准调度水工程，有效应
对珠江流域北江等江河洪水和西南等
地干旱，保障了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
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协调安排中
央水利救灾资金3.45亿元支持广东、广
西、福建等省份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会亭镇郭吕庄村，收割机在田间收获小麦。
王高超摄 （新华社发）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会亭镇郭吕庄村，收割机在田间收获小麦。
王高超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