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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畦欲映春水绿 一路迎来菜花黄
——我市春耕备耕工作走笔▲

详见5版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共建和谐美好家园

本报讯 记者肖南 张立明报道
4月15日，市委书记姚华明到市信
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
想，坚决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
的政治责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健全常态长效机制，
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

在信访接待室，姚华明耐心接

待来访群众，详细询问事情来龙去
脉，逐一分析事项原因、问题症结，
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要强
化宗旨意识，带着感情和责任对待
每一位来访群众，善于抓住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类施策、
依法处置。同时要加强政策解释和
思想疏导，既解“事结”又化“心
结”，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

姚华明强调，要强化矛盾纠纷

源头预防和基层化解，注重从信访
案件中做好经验总结和反思提升，
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通过回
应一个诉求、解决一类问题、提升
一个领域，推动系统治理、建章立
制、堵塞漏洞。要严格落实信访工
作责任，通过“领导包案”“联席会
议”等机制，把“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的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统
筹各方力量,形成化解合力，多措

并举推动疑难信访案件实质性化
解。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接访
下访，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合理
诉求表达渠道，努力使信访工作成
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切实将信访制度优势转
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我市高质量
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孝刚
参加接访。

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访时强调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近年来，盖州市通过持续培育
“小浆果”产业，不断释放振兴乡村
大能量。目前，以蓝莓为代表的“小
浆果”产业逐渐步入正轨，蓝莓品
质、产量实现“双提升”。

盖州市太阳升街道办事处黄
坨子村地处盖州市南部，紧临大清
河，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沛、光照
充足，种植蓝莓有着得天独厚的先
天条件。瞅准这一优势，种植户王
希成下定决心做大蓝莓产业，在村
内承包了4栋大棚，栽种了2400余
株蓝莓植株。今年是蓝莓见果的第
一年，据王希成粗略估算，每棵植
株可收获3斤多蓝莓。

在大棚蓝莓种植中，水肥管理
及土壤品质至关重要。王希成积极

引进“L25”蓝莓新品种，配套应用全
自动水肥一体滴灌智能系统与先进
的全基质盆栽技术，实现了蓝莓植
株的精细化科学管理。相较于传统
土培，基质无土栽培不仅产量高、周
期短，蓝莓口感更脆甜、营养也更加
丰富且富有清新果香。如今，基地每
天都要打包千余斤新鲜蓝莓，发往
沈阳、大连和营口市区的客户手中。

今年，盖州市蓝莓、草莓、樱桃
等“小浆果”种植面积共计 396.7
亩。其中，蓝莓种植面积122亩。兴
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随着蓝莓
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市场的不
断拓展，盖州“小浆果”产业将会迎
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加明
媚的发展前景。

“小浆果”大产业

盖州蓝莓“飘香”市场
本报记者 张宝全 程靖雅

本报讯 记者肖南 张立明报道
4月15日，市委书记姚华明和市委副
书记、市长李军共同分别会见了国家
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杨新亮，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葛立圣，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
昆，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

姚华明、李军对杨新亮、葛立
圣、杨昆来营表示欢迎，对三家银行
长期以来给予营口振兴发展的支持

表示感谢。姚华明说，当前，营口正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
神，聚焦三年行动目标任务，锚定

“三地四市”目标定位，构建高品质
钢铁、清洁能源、黄金、铜4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和精细化工、铝、镁、粮油
食品4个三百亿级产业集群，全力打
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迫切需
要各金融机构在与营口前期良好合
作基础上，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把营口放在战略布局更加重要的位
置，持续强化金融供给，拓展合作领
域，通过政金同向发力，开创合作共
赢新局面。营口将持续优化金融生
态，完善扶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
为各类金融机构在营发展提供有力
支持、创造更优环境，推动政金合作
走深走实，结出更多硕果。

杨新亮、葛立圣、杨昆感谢市
委、市政府给予的关心和支持，并
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业务及合作

事项。他们表示，营口金融生态良
好、市场活力足，发展前景广阔，合
作空间巨大，将进一步发挥“金融
活水”作用，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为己任，聚焦营口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重点任务和双方合作重
点领域，加大资源倾斜和金融支持
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营
口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市领导郑孝刚、李进辉、褚乃
鑫、田伟、张丽杰分别参加会见。

市领导会见金融机构客人
姚华明李军参加

导 读

新华社河内4月15日电（记者郝薇薇 蒋超）
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河内国际会议中心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
越南国家主席梁强共同会见中越人民大联欢活
动代表。

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时，中越各界
友好人士热烈鼓掌。

习近平发表题为《奏响睦邻友好主旋律 共
谱命运与共新篇章》的致辞。

习近平向出席活动的两国代表致以诚挚问
候。习近平指出，中越关系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长期以来，从携手救亡图存
播下革命火种，到并肩战斗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
解放，再到共同迈上现代化征程，中越两国人民

始终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共同书写了中越友好
历史篇章。

习近平强调，中越友好在两国人民守望相助
中生根发芽，两国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
放的正义事业中并肩战斗，给“同志加兄弟”的深
厚情谊印染了鲜红底色。中越友好在两国人民团
结协作中开花结果，双方锚定“六个更”总体目标，
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成就。中越友好在
两国人民共同追求中传承升华，双方积极践行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坚定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时代进步一边，为亚洲和世界提供了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两国人

民的拥护和支持是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坚实
基础。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中方将在今
后3年邀请越南青年赴华开展“红色研学之旅”，
沿着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革命足迹，探寻中
越友好的红色基因，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
象，为两国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和构建具有战略意
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凝聚青春力量。

苏林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越
南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和
人文交流年之际，举行中越人民大联欢具有重要
意义。友好合作一直是越中关系的主流，中国
党、政府和人民在越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建
设进程中给予了无私帮助，越方始终铭记。构建
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引领越中关系进入

新阶段，也将为人类发展和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青年是传承和发展两国传统友好的希望。越中
青年要肩负起历史使命，让两国一代代领导人亲
自缔造和培育的传统友好代代相传；要开展好越
南青年赴华“红色研学之旅”活动，深化两国“同
志加兄弟”友好情谊；要开拓创新、团结协作、共
谋发展，为两国实现现代化发挥主力军作用。

活动前，习近平在苏林、梁强陪同下，观看了
中越建交75周年图片展，重温中越双方友好交往
的珍贵画面。

活动后，习近平和苏林、梁强共同启动“红色
研学之旅”项目。习近平同苏林、范明政共同见
证中越铁路合作机制启动仪式。

蔡奇、王毅、王小洪等出席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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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发表题为《奏响睦邻友好主旋律 共谱命运与共新篇章》的致辞。 新华社记者 申 宏 摄

习近平和苏林、梁强共同启动“红色研学之旅”项目。 新华社记者 申 宏 摄 习近平同苏林、范明政共同见证中越铁路合作机制启动仪式。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习近平在苏林、梁强陪同下，观看中越建交75周年图片展。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习近平在马来西亚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让中马友谊之船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吉隆坡4月15日电 4月15日，在赴吉隆

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星报》、《阳光日报》发表题为

《让中马友谊之船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的署名文
章。文章全文如下：

让中马友谊之船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陛下邀请，我即将
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时隔12年再次到
访这个美丽的国家。我期待亲身感受马来西亚新发
展新变化，同马来西亚朋友畅叙友情、共话合作。

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海上
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切水不
断”的世代情谊随着历史演进愈益深厚。1300 多年
前，中国唐代义净法师渡海求法途经马来半岛，首次
用文字记载下古吉打王国历史。600多年前，中国明
代航海家郑和7次远洋航海中5次到访马六甲，播撒
和平友谊种子，马六甲的三保庙、三宝山、三宝井承载
着当地人民对他的深深怀念。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
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
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
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抚今追昔，中马双方要共同
努力，（下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