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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占地面积约800亩的中亚公园在西安建成
开放，成为西安与中亚人文交流的新窗口。

2023年5月在西安召开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成为
双方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为双方合作搭建了新平台，中国同
中亚国家关系迈入崭新时代。一年来，中国中亚合作快速发
展，呈现出全面推进的良好势头，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更
加紧密。

通道更联通

从今年4月开始，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旅游发展协会驻中
国首席代表高龙异常忙碌。“从4月的广交会到5月的上海
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我们协会一直都在积极参与经贸与文
化交流活动。”高龙说，现在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向
该协会咨询如何在中亚投资，中亚企业也对拓展中国市场动
力十足。

日益完善的交通条件让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交流更加便
捷，52岁的高龙对此深有体会。“1991年我到吉尔吉斯斯
坦首都比什凯克留学，那时候从西安到比什凯克需要6天5
夜。由于交通不便，许多留学生都是两三年才回一次国。”
高龙感慨道，目前西安、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开通了飞往
中亚的航线，“拉近”了中国与中亚的距离。“去年通过我们
协会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商务和旅游活动的有6000多人
次，今年的人数预计还会更多。”他说。

“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陆上“钢铁驼队”飞驰不
息。得益于中欧班列的便利服务，2023年中哈铁路货运量
增长22%，达到2800万吨。

在位于西安国际港站的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即将运往
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制造新能源汽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今年2月，作为中国—中亚峰会重要合作成果之一，由
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和哈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建设的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正式投运，至今已有超过1.8万

吨的货物在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中转。
“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明显提升了西安到中亚地区班列

的发货效率，正成为中哈贸易合作共赢的新亮点。”西安码
头运营方中哈(西安)商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天说。

商贸更畅通

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爱菊健康生活体验馆里，来自中
亚国家的啤酒、蜂蜜、饼干、糖果等商品琳琅满目，咨询购
买的顾客络绎不绝。今年“五一”假期前，体验馆首次从哈
萨克斯坦进口冰淇淋，让许多西安市民有机会品尝不同风味
的夏日清凉。

“这些来自中亚的进口食品，大部分都是‘坐着’中欧
班列回来的。我们体验馆的销售额中，中亚产品占40%以
上。”爱菊集团副总经理刘东萌说，中国—中亚峰会召开以
来，西安市民对中亚国家的认识度明显提高，带动了中亚优
质商品的销售。

选购商品后，市民陈锋来到体验馆的美食街区，点了一
份“biangbiang面”。“听说这里的面条是用产自哈萨克斯
坦的面粉做成的，就想尝尝鲜。”对于能在家门口体验中亚
味道，陈锋说这让他体会到了开放交流的实惠。

“越来越多中亚地区的商品搭乘中欧班列来到国内，丰
富了消费者的购物选择。”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总
经理袁小军说。

与中亚地区接壤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拉山口口岸，
每天黎明时分便开始忙碌。今年前4个月，阿拉山口铁路口
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2489列，同比增长17.1%。

商贸流通，互通有无。2023年底，32吨延安苹果经霍
尔果斯口岸出口至哈萨克斯坦，这是延安苹果首次出口至中
亚国家。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今年打算将猕猴桃销售到
中亚市场。公司负责人陈博说：“中亚地处亚欧大陆腹地，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中转站开拓更大的市场。”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止在农产品。在陕西汽车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西安的车间内，重型卡车正在生产线
上组装。2023年，陕汽向中亚国家出口了7500多辆车，同
比增长110%。

越来越多的日用百货、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农副产品
等“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中亚。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
与中亚五国贸易额达8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

民心更相通

22岁的迪娜孜将于今年9月来到西北工业大学进行为
期一年的学习。“我迫不及待地想去西安，到时候不仅可以
在先进的实验室做研究，也可以领略古城西安的文化，品尝
街头巷尾的美食。”迪娜孜对即将踏上的异国求学之旅充满
期待。

2023年10月12日，西北工业大学与“阿里·法拉比”
哈萨克国立大学合作设立的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正
式启用。迪娜孜是该分校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
后，她将获颁西北工业大学与“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
大学的双硕士学位。

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是双方教育交流结出的硕
果，也是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文合作不断深化的缩影。中国已
成为中亚国家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霍尔果斯，中国向西开放的口岸和商贸中心，地处新疆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上午10点多，中
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办证大厅外，游客已排起长
龙。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游客络绎不
绝，边境购物旅游红红火火。

在合作中心5.6平方公里的全封闭区域内，中哈两国和
第三国公民无需签证即可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出入，中心
里每人每日有8000元人民币免税购物额。

随着中哈两国互免签证协定落地生效，越来越多的游客
来到合作中心购物、游玩。

今年3月，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正式启动，再次向国
际社会展现了六国携手谋发展、并肩促合作的坚定决心。

维夏时节，中亚公园里绿意盎然。记者在现场看到，公
园里设有中亚服饰展销区、中亚特色餐饮街区、主题雕塑
等，吸引不少游客市民驻足观赏。

在19日上午举行的中亚公园开园仪式上，中国—中亚
机制秘书处执行主任吴颖钦说：“近年来，象征着中国同中
亚国家友好交往可感可及的人文标记越来越多，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新华社西安5月19日电）

同心共济 携手共赢
——中国—中亚合作在高水平开放中稳步向前

●新华社记者 张京品 付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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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使用异地缴存证
明，在异地成功受理贷款
后，回执该怎么处理？

答：当地公积金工作人
员填写回执后，送回缴存地
政务大厅公积金窗口。

199.如何查询贷款办理
进度？

答：贷款职工可以通过
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白城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供稿）

5月19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灵山街道“玫瑰小镇”产业
园的农民在加工玫瑰花茶。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以“玫瑰＋”为依托，着力打
造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目前，即墨区形成集食用花卉、日化用
品、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于一体的生态玫瑰产业链，推动农旅
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张辛欣）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何海
林在新华社20日推出的“中国经济圆桌会”
大型全媒体访谈节目上说，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持续创新积累的技
术和品牌优势、完善配套能力形成的产业链
优势、超大市场推动造就的产业规模优势、
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要素优势四个方面。

近年来，我国顺应汽车产业变革趋势，
统筹技术创新、市场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等
工作，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2023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58.7万辆和
949.5万辆，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2024
年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增
长28.2%和31.8%，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
长23.8%，成为推动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
型的重要力量。

何海林说，我国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综合竞争优势，得益于我们锚定发展新
能源汽车的战略定力、坚持纯电驱动路线
不动摇，得益于建立健全高效的工作机
制、政企学研密切协同配合，得益于行业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创新形成强大内
生动力，更得益于全球分工配合和开放合
作、形成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协同。

他说，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在加快
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领域融合发
展，新能源汽车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
积极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也希望各
国企业、研究机构、行业组织在贸易投
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领域深化交流
合作，通过加强政策对话、共同推进重点
技术研发、推动自由贸易、促进资源要素
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高效运行等，推动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接一版）消费时间拉长、场景
拓宽，让文旅消费的活力更澎
湃。我国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
入群体超过 4 亿人，居民收入水
平和消费规模稳步增长，超大规
模市场为扩大消费提供了充满想
象力的广阔空间。

在丰富文旅产品新供给上下
功夫，我们完全有能力进一步挖
掘消费潜力。通过科技赋能、文
旅深度融合，智慧旅游为游客提
供多元游玩体验，成为假期旅游
消费新热点。在安徽黄山西递夜
游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
全息舞蹈秀、农耕互动体验、数
字秋千水帘、波光喷泉等为游客
带来全新体验。同时，瞄准市场
痛点，更多现代服务业可以参与
做大文旅市场蛋糕。在深圳，快

递企业创新多场景服务模式，将
揽收点开进了机场、高铁站、口
岸、酒店和景区，让游客出行更
加便利。以新供给满足新需求，
以新产品引领新消费，以新组合
激发新动能，就能实现供给创造
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更高水平
动态平衡，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

今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3.7%，拉动
GDP增长3.9个百分点，持续发挥
着“助推器”“稳定剂”作用。着力增
强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挖掘消费新
增长点，多措并举扩大消费，就能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贡献更大力量。

（据《人民日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四方面优势构成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

封路通告
广大市民：

经吉林省公路管理局、白城市公路管理处批准，嫩双公路G231
（K517+690—K517+795段）路面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已批复（批
复文号：吉公路技〔2023〕2号），工程建设期为2024年，为保证施
工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及过往车辆通行安全，需进行半封闭交通施
工。项目承建单位为徐州市云天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半封闭时间：2024年5月15日—2024年6月20日
半封闭路段：嫩双公路G231（K517+690—K517+795段）
施工期间该路段社会车辆行人请按指示标志行驶，给广大行人、

行车带来不便，敬请原谅。
白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公路巡警大队

2024年5月20日

消费向好折射中国经济活力

5月19日，游人乘坐竹筏在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漂流。
当日是第14个“中国旅游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畅游中国，幸福生活”。新华社发（邱汝泉摄）

精准“喂饱”农田、无人机“赶走”
虫害、智能操控灌溉……小满将至，南方
早稻陆续进入分蘖期，记者在江西采访发
现，新农人植保补肥有“新招式”。

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水边镇义桥
村，绿油油的水稻已有20多厘米高。流转
了1000多亩地的种粮大户叶长春操控无人
机，把专门定制的复合肥均匀洒到地里。

“农田吃得饱，水稻才长得好，但肥料
也不是越多越好。”叶长春以前一直使用统
一配比的化肥，农作物品质和产量提升却
陷入瓶颈。后来他咨询专家了解到，每块
农田土壤养分含量不同，所需肥料的比例
也不同。

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叶长春利用江西
省测土配方施肥系统，了解土壤养分的含
量和比例，再“私人定制”化肥。他拿起

手机点开测土配方施肥应用软件，输入田
块位置后，土壤特性、配肥建议等一目了
然。

叶长春说，结合田块实际情况测土配方
后，现在他选用的肥料氮磷钾配比为22：8：
18。精准“喂饱”农田后，不仅水稻长势更好，
每亩地的肥料成本还节省了20%左右。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粮食
单产提升工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

法。良机已成为各地农户不可或缺的种田
“好搭档”。

眼下，江西省永新县21.5万亩早稻已
陆续进入生长分蘖期。永新县文竹镇农技
工作人员王辛成介绍，现在禾苗长势良
好，但前期雨水较多，加上近期升温，高
温高湿环境下病虫害风险较大。为提高病
虫害防治效率，当地协调无人机飞防作业
服务队，对早稻进行统防统治。

“我种了160亩地，以前请10个人做
防虫作业，需要两天才能完成，现在两台
无人机作业1个小时就完成了。”永新县文
竹镇龙源村种植大户周苏平说。

农田灌溉也有了新方式。在永修县立
新乡后岗村，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地块平
整。值得一提的是，农田旁边不见灌溉渠
道，农田里却不缺灌溉用水。

“灌溉用的管道都埋在地下，沟渠只用
来排涝。随着技术的完善，以后还能实现
水肥一体化，施肥更省心。”永修县高级农
艺师周君花介绍，近年来，永修深入推进
高效节水灌溉，打造了一批“科技先进、
高产高效、绿色生态”的高标准农田。这
些农田采用管道输水、自动化灌排等新技
术，水资源利用率提高20%到30%。

（新华社南昌5月19日电）

农田里的植保补肥“新招式”
●新华社记者 熊家林

手握一把木梳，幸春燕正细致地进行
彩绘，烟青色、孔雀蓝在笔尖慢慢晕开，
一幅别致的花鸟画跃然“梳”上。直到完
成工作站起来，人们才能注意到她不到1.3
米的个头。

今年，是幸春燕在重庆谭木匠工艺品
有限公司工作的第22年。因甲状腺发育不
全而肢体残疾的她，在这里收获工作和爱
情，成为“自信、自立、自强”的人。

“2002 年，我经朋友介绍来到谭木
匠，最初从事基础插齿工序。”幸春燕还记
得，当时因操作不熟练手上起了很多小血
泡，朋友劝她放弃工作回家，但她始终觉
得，即使是一名残疾人也要自立自强，于
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虽然个子矮小，幸春燕的手艺却很出
色，粘胶、嵌入梳齿，她制作的每把梳子
都稳固、整齐。

后来，一直喜欢绘画的幸春燕找到美
工师傅苦学2个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
美工车间，开始从事更复杂的工序，为木
梳绘彩、上漆。17个年头过去，她当上了
车间的残疾员工代表，管理40多名工人，

与同为残疾员工的丈夫日子越过越美。
“谭木匠木梳传统制作技艺”是重庆市

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集彩绘、漆艺、
雕刻、描金等工艺于一体的传统手工技艺。

在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万州，一
把把精美的非遗木梳从这里销往世界各
地。而制作“完美”梳子的人却并不都是“完
美”的，在工厂里，像幸春燕一样有肢体残
疾或视听障碍的工人就有341位。

腿部残疾的黄立波从重庆邮电大学毕
业后，来到谭木匠从事IT工作，在同事们
的鼓励和支持下，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
信。同样腿脚不便的王强，不仅在职业能
力上取得长足进步，还考取了残疾人专用
车驾照，自驾旅行成了他最大的爱好。

曾徘徊于社会边缘的他们，因这项非
遗技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用勤劳奋
斗改变了命运。这都源于谭木匠公司创始
人谭传华创业时立下的初心：“要让更多和
我一样的残疾人，有活干、有饭吃、有衣
穿、有房住。”

谭传华说，因小时候的一场意外，自
己失去了右手，成为一些村民们眼中的“无
用之人”。不服输的他，开始练习左手写字
画画，先后做过民办教师、开过花店，又凭借
祖传木匠手艺做起了梳子。

那时几乎没有辅助梳子制造的机器，
谭传华决定研发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几个
月后，机器生产出第一批梳子，第一把梳
子卖了2元钱，他把这来之不易的2元钱装

进信封珍藏起来。
“我吃过很多苦，深知残疾人的不易。

因为淋过雨，更想给别人撑起一把伞。”随
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谭传华招收了更多
残疾员工，并不断加强福利保障。

今年1月，谭木匠公司联合万州区残
联为残疾员工建设的“渝馨家园”正式启
用，配套有篮球场、休闲室、康复室等，
可围绕日间照料、康复服务、技能培训等
开展活动。

一把非遗木梳“梳”出的多彩人生，
是当地大力推动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缩
影。近年来，万州区通过优化残保金征收
结构、积极开展就业援助活动，促进残疾
人就业。今年2月，万州区残联组织召开
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吸引了52家用人单位
进场招聘，现场401名残疾人与招聘企业
初步达成求职意向。

“在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自己能给社
会带来价值。”幸春燕说，希望更多和自己
一样的残疾人朋友秉持自立自强信念，书
写更加精彩人生。

（新华社重庆5月19日电）

一把非遗木梳“梳出”残疾人多彩人生
●新华社记者 周思宇 唐奕 李爱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