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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
就 中 摩 建 交 30 周 年 互 致 贺 电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 1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摩纳哥元

首阿尔贝二世亲王互致贺电，庆祝

两国建交 3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摩建交 30年来，

两国关系实现长足发展。双方坚持

真诚友好、平等相待，政治互信和传

统友谊持续深化，通信、环保、体育、

艺术等领域合作富有特色、成果丰

硕，成为不同幅员、不同历史文化、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共同

发展的典范。我高度重视中摩关系

发展，愿同阿尔贝二世亲王一道努

力，以两国建交 30周年为新起点，推

动中摩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阿尔贝二世表示，摩中两国大

小、文化、国情不同，但始终坚持

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在环保、海

洋、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富有成

效。习近平主席 2019年对摩纳哥的

国事访问是全体摩纳哥人民难以忘

怀的举国盛事。摩方高度重视发展

摩中关系。我愿同主席先生一道，

深化互信、扩大合作，推动摩中关

系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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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柏伴雪

绿水青山织锦绣，生态南阳入画屏。

在淅川县南水北调渠首，万顷碧

波、朵云如絮、飞鸟翔集，水源地水质稳

定保持在Ⅱ类标准，丹江口水库入选全

省“首批美丽河湖”；在巍巍八百里伏牛

山，层峦叠嶂、古木苍天，幽谷险涧、激

流碧潭，构成了我国中央山系东部，亚

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区的景观标志地，我

市被联合国授予首届“生物多样性魅力

城市”金字招牌；在中心城区，水城相

融、绿廊纵横、生态和谐，让人民群众的

幸福底色愈加浓郁……

作为 国 家 生 态 文 明建设示范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

水源地，我市胸怀国之大者，践行民之

所盼，厚植生态优势，聚力打造高效生

态经济引领区，持续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建设的和

谐统一。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襟三山而带群湖 ,枕伏牛而蹬江

汉”,群山环抱、湖泊点缀 ,景色宜人的资

源禀赋，赋予南阳得天独厚的生态优

势。南水润京华、守护见担当的时代命

题，赋予南阳扛起渠首担当，维护好保

障亿万民众饮水的安全线、复苏万千河

湖的生态线、畅通南北经济的生命线的

政治使命。着力打好绿色优势牌，我市

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

行“两山”理论，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

坚持高位推动，全力构建生态环境

保护大格局。2024 年，市委对市生态

环境保护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市委、

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生

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生态环境保护三

省五市跨区域、流域协同共治工作取得

新突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

健全。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实施方

案出台……一系列靶向聚焦、精准滴

灌、系统集成的改革为推动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向好完善了体制机制，形成了制

度保障。

2024 年，我市大气环境质量位列

全省前三，主要指标省内排名为历年最

好成绩。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32 个

国省控断面达标率 100%，县级及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

100%，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

口水库陶岔取水口水质达到Ⅰ类。土

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率 100%，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

用得到有效保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沙 一 体 化 治 理 ， 持 续 组 织 开 展 “ 绿

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

强化河湖长体系建设，全面推行林长

制。我市生态保护交出硬核成绩单：

成功入选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全省

唯一；荣获全国生态环境领域激励表

扬城市，全省唯一；荣获全国第一批减

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市。

尤其，淅川县持续加强水源地生态

环境保护，建立健全湿地资源保护管

理 机 制 ， 提 高 湿 地 资 源 保 护 管 理 水

平，提升丹江湿地生态系统的安全和

稳 定 。 在 这 里 ， 已 连 续 10 年 监 测 到

黑鹳稳定越冬种群，“东方宝石”朱

鹮 时 隔 70 年 再 次 回 归 丹 江 湿 地 ， 28
只“鸟界国宝”东方白鹳集体来淅川

过冬…… （下转02版）

只 此 青 绿 映 初 心

1 月 16 日，新野县施庵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内，高效节水喷灌机正在对麦田进行喷灌，为夏粮丰产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施庵镇采取“企业﹢农机合作社﹢科研与技术推广﹢农户”发展模式，统一耕种、统一

施肥、统一收购，实现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②13 本报记者 张 峰 摄

本报郑州电 （特派记者赵 倩）1
月 16 日，出席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的南阳代表团代表抵达郑州，并立即

投入会前的准备工作。

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将于 1 月

18 日至 21 日在郑州召开。会议建议

议程共 8 项：审议河南省人民政府工

作报告；审查河南省 2024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5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审查河南省 2024 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25年

预算草案；审议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河南省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决定河南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人选；选举事项。

签 到 登 记 、领 取 材 料 、办 理 入

住……报到现场，代表们有条不紊地

办理相关手续，整个流程规范、有序、

高效。大家一致表示，将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聚精会神开好这次大

会，用高质量的建议提案诠释责任担

当，为“建强副中心、打造增长极、奔向

新辉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南篇章

贡献代表力量。②13

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南阳代表团抵郑

履职尽责显担当 凝心聚力促发展

麦田冬灌
正当时

全媒体记者 吴 双

深冬时节，走进宛城区乐凯华光高阻隔膜产

业化项目一期建设工地，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

鸣，一派繁忙景象。南阳产投华光新材料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翀介绍：“乐凯华光高阻隔膜产业化

项目于 2024年 6月底开始施工建设，高阻隔膜车

间现已完成封顶，项目基础建设工作已全面铺

开。”

宛城区是南阳中心城区主城区、经济发展主

阵地，2024 年以来，该区以大拼经济、争先创优

为主基调，采取突破之举、形成突破之势，在建设

省域副中心城市中走在前、挑大梁、多贡献，一个

个项目落地生根、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一批批

成果加速转化。

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南阳经开

区”）是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也是宛城区经济的

龙头和重要增长点。位于南阳经开区的乐凯华

光高阻隔膜产业化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总体规

划占地 340 亩，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形成从

基础材料到终端应用的产业链体系，对全市布局

战略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绿色印刷包装新材料产

业链、推动中心城区振兴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确保重点项目跑出“加速度”，南阳经开

区管委会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精准化的专班服

务，为项目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2024 年 6 月，

该项目于一天内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

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 证 等 4 证 ，实 现 了“ 一 天 办 四 证 ”“ 拿 地 即 开

工”。

高新技术产业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走进位于南阳经开区

的河南敏瓷微电子有限公司，芯片封测项目落地

投产，多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产能规模持续扩

张，预计可年产各类电子元器件 350 亿只，实现

销售额 6亿元以上。现场技术人员介绍，公司着

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智慧工厂建设，具有业

界领先水平的多层叠合技术陶瓷集成电路生产

线，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提升了

产业的现代化水平。

企业总经理刘广洋介绍，南阳生产基地主要

服务华东地区和海外市场，是公司重要的战略布

局。得益于宛城区健全的要素保障，项目进展顺

利，该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时一年，创下了全

市同类项目建设的新速度。

2024 年以来，宛城区围绕国省战略、“十四

五”规划、副中心城市建设等重大布局，聚焦创新

能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发展、绿色低

碳转型、民生和社会事业改善等 10大领域，深度

谋划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支撑性的大项目、好项目，遴选出省市重

点项目合计 103个，总投资 93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29亿元，其中

省重点项目 6个，总投资 22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1亿元，市重点项

目 97个，总投资 70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48亿元。预计全年省市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30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26%。②13

本报记者 陈 琼 张 峰

进入腊月，虽有艳阳高照，

天气却依然寒气逼人。走进内

乡县夏馆镇金满玉花菇种植示

范基地，只见整齐划一的香菇

大棚与村落、山峦、蓝天、白云，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香菇大棚内，放眼望去，一

字排开的香菇架上，一袋袋菌

棒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花菇

争先恐后地从菌棒中钻出，淡

淡的鲜菇清香扑鼻而来。基地

负责人秦富才正带领 20 余名

菇农穿梭在香菇架间，忙得不

亦乐乎。宽阔的菌棚下，十几

名务工群众一边用剪刀将一个

个菇腿剪下，一边开心地谈论

着今年的收成，传来阵阵爽朗

笑声。“今年价格虽不及去年，

但一斤干花菇可以卖到 45 元

左右。春节旺季来临，花菇有

些供不应求了！”秦富才笑得合

不拢嘴。

脱 贫 户 马 爱 琴 是 附 近 村

民，自从该基地建成后，她便来

这里务工，还学会了香菇种植、

管理等技术，拓宽了致富增收

渠道。“在这里打工，我一个人

一年能挣 2 万元左右，家门口

就能干活，还能照顾家里。”

乡 村 要 振 兴 ，产 业 必 振

兴。近年来，夏馆镇大力整合

项 目 资 源 ，采 用“ 政 府 +合 作

社 +企 业 +农 户 +N”的 发 展 模

式，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通

过 引 导 种 植 、技 术 培 训 、政 策

帮 扶 等 形 式 带 领 农 户 发 展 食

用 菌 产 业 ，如 今 ，该 镇 已 初 步

建 成 占 地 110 余 亩 的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园 ，形 成 含 制 棒 生 产 、

规 模 种 植 以 及 冷 储 加 工 等 互

为 一 体 的 标 准 化 香 菇 生 产 基

地 。 全 镇 香 菇 种 植 规 模 达 到

1800 万 袋 ，参 与 种 植 群 众 达

1500 户 ，带 动 务 工 4000 余 人

次，2024 年仅香菇产业产值就

达 2 亿元左右。

“我们将以创建省级食用

菌 产 业 强 镇 为 目 标 ，延 长 、补

强、做优食用菌产业链条，引导

更多群众种植食用菌，不断壮

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群众增产

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谈

到未来的发展，夏馆镇镇长李

国会信心满满。②13

大棚飘出“幸福年味”

云
悦
读

本报讯 （记者杨万里）1 月 16 日，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金浩带领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深入新野县就冬季麦田

管理、乡村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等工作开展调研。

在新野县上庄乡杨营村、城郊乡袁

庄村等处，金浩深入田间地头、房前屋后、

蔬菜大棚，实地了解小麦苗情、墒情以及

乡村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

金浩指出，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

任，密切关注小麦生长情况，因地制宜

做好田间管理，全面加强农业技术指

导，尽量减少因冻害、弱苗带来的损失，

切实保障小麦安全过冬，有力夯实小麦

丰收丰产坚实基础。要大力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依托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

位，做优特色品牌，着力构建现代乡村

产业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实现全链条升

级 ，千 方 百 计 促 进 农 业 增 效 、农 民 增

收。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建立健全长效

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持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着力营造全民

参与、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努力打造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示范样板，扎实

推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②13

金浩深入新野调研冬季麦田管理工作

夯实农业基础 建设和美乡村新春新春 走走 基层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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