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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6日讯（记者薛立伟 徐佳倩）16日上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泰国
正大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一带一路”事业线首席
执行官洪波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梁惠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洪波一行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她说，黑龙江作为农业大省，是
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绿色食品产业基
地，农业发展优势明显。当前，我省正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振兴发展的重要内
容，实施现代农业振兴计划，大力发展科技农
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积极培育现
代农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深入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稳定粮食生
产为抓手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围绕“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
展。自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以来，正
大集团与龙江已有近 30 年的良好合作。希望
双方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做好“绿洲米业计划”
项目洽谈对接，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合作，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洪波说，黑龙江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良好
的营商环境，更加坚定了正大集团与黑龙江长
期合作的决心。希望双方在农业种植、农产品
精深加工、绿色食品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助力
黑龙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韩圣健、张亚中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会见。

梁
惠
玲
会
见
泰
国

正
大
集
团
代
表
团

7月16日，在集贤县七星山国家
森林公园，2023集贤县七星山山地自
行车邀请赛鸣枪开赛。细雨蒙蒙中，
来自全国的300名自行车爱好者，你
追我赶，尽享速度与激情。一路上，
自行车流与彩虹赛道和沿途自然风

光相得益彰，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绥化的于广

东获得女子组冠军，来自七台河的曲
远和来自西安的孙成义分获男子精
英组、男子大师组冠军。

李学军 本报记者 潘宏宇摄

雨中竞速七星山

本报16日讯（记者姜斌 刘畅）
16 日，由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
委员会、省农业农村厅、齐齐哈尔市
政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北大荒薯业集团承办的第二十
四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齐齐哈尔市
启幕。来自陕西、云南、四川、内蒙
古、青海、甘肃、湖北、湖南、贵州、辽
宁等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200 余名专家学者、政府代表和企
业家参会。

大会以“马铃薯产业与种业创
新”为主题，旨在聚焦马铃薯产业发
展，汇智马铃薯种业创新，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添力
赋能。会议期间，行业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代表将作大会主题报告，并围
绕我国马铃薯科研、生产及产业发展

等内容进行专题交流。
北大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杨宝龙在致辞中表示，北大荒集团以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为使命担当，
着力推进马铃薯全国布局、全产业链
发展。在全国马铃薯适种区域建立
并推广“研发+供种+基地+订单+农
服”的北大荒薯业模式，以专业化、定
制化服务指导和示范引领，着力提升
当地种植水平和经济效益，加快推进
马铃薯产业升级和种业“卡脖子”问
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建功立业，在
高标准高质量发展中领先领跑，坚决
打赢我国马铃薯产业与种业翻身仗。

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北大荒薯业
集团马铃薯标准化生产、马铃薯智慧
农业现场观摩、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生
产设备展示等活动。

第二十四届中国马铃薯大会
在齐齐哈尔启幕

□闫捍江 本报记者 张磊

“哇，太凉快了！”重庆的林先生走
下飞机就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林先
生一家四口随旅行团到漠河旅游避暑，
100多人的团都是来自重庆、四川、广东
的游客。

记者在北极村、爱情小镇新林、阿
木尔-53℃ 打卡地等多个旅游景点看
到，南方口音的找北、避暑游客日渐增
多，他们尽情地享受森林氧吧带来的惬
意……

大兴安岭夏季平均气温19℃左右，
“这里确实凉快，临出发时旅行社就让

多带一件薄棉衣，说是早晚凉的时候
穿。”林先生说，“炎炎夏日，清凉的大兴
安岭，让人留连忘返，我们准备在这里
待到8月初再回去。”

记者从大兴安岭地区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了解到，为吸引更多南方游客深
度游玩大北极旅游圈，他们推出了找北

消夏5日游、森林康养4日游、界江古驿
7日游、找北寻爱4日游等精品线路。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6 月，仅漠河
一地旅游人数就达到近58万人次，同比
增 445.4%；旅游收入近 4 亿元，同比增
长360.8%。

兴安湿地风光。 关卫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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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兴安岭邂逅 的夏天1919℃℃

版画展区。

□文/摄 本报记者 董云平

“我是慕名而来的，阿城不愧有‘版
画艺术之乡’的美誉！在这里，我更了
解了阿城版画一路走来的历史，欣赏到
了众多优秀版画艺术家的精品力作，还
有幸一睹优秀版画家黄泰华老师现场
创作，真是一场阿城版画的艺术之旅！”
近日，来自安徽的游客穆呈在阿城区画
院（阿城美术馆）观览之后，发出由衷的
赞叹。

哈尔滨的清凉之夏，给阿城区画
院带来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
版画爱好者。明媚的夏日阳光下，“阿
城版画——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基地”的牌子耀眼醒目，似乎在展现
着自己在这片金源沃土上闪亮的身
份。

提起黑龙江版画，享誉全国，在国
外也声名远播。阿城版画，作为继承北
大荒版画之后形成其独特的当代艺术
表现的黑土画派，无疑是黑龙江版画中
耀眼的一颗星。

走进画院，首先步入的就是版画博
物馆。《阿城版画的萌芽》《阿城版画的
兴起》《轰动京城》《走出去对外文化交
流》《金源版画节》《后备人才的培养—
儿童版画》《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 示 范 项 目 建 立 阿 城 版 画 艺 术 园
区》……墙上，是一张张图文并茂的展
板。

出版发行的阿城版画专集，阿城几
代版画家不同时期使用过的油滚、刻
刀，阿城版画第一代领军人物王训月使
用过的版画机……展柜里，有百余件实
物展品。

穿行浏览其间，让观众仿佛亲历了
阿城版画半个多世纪的闪光岁月。从上
世纪六十年代，版画在阿城这片金源沃
土扎根，到如今已成为阿城区一张独具
特色的亮丽名片，阿城版画创新传承，成
绩斐然：现有 60 余名版画业余作者，其
中骨干作者30余人；由画院组织的版画
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其中版画作品
获金奖 30 余件,银奖、铜奖 100 余件；已
有 200 余件作品在美国、日本、英国、法
国、德国、韩国等国家……

穿过版画博物馆，进入 400 多平方
米的版画展览大厅。正在展出的“礼赞
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庆‘七一’阿城版画
作品展”，囊括了黄泰华、郭长安、谢崇、
张伟、孙丽丽、代君、刘中国、杨其宇、李
凡丁、杨丽敏、侯占春、彭佳林、侯丽、王
春全、王丽娜、张津浩、卢冬雪、金媛媛
等阿城版画主要代表作者的 60 余幅精
品力作。 （下转第四版）

清凉夏日，阿城版画“走起”

以实际行动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指示凝聚奋进力量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论贯彻落实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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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青少年 未来科学
节来了，你不参与一下吗？

□人民日报记者 赵永平 刘毅 王浩

盛夏时节，万物荣华，大美中国，江山
如画。

云南洱海碧波万顷，不远处苍山青
翠。8 年前洱海湖畔，习近平总书记留下

“立此存照”的约定，殷殷嘱咐：“一定要把
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
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系统治理生态环境，全流域加强保护
修复，如今苍山洱海风光更加绮丽。

陕西秦岭群山巍峨，清泉映碧翠，一
脉承古今。3 年前秦岭深处，习近平总书
记迎着清冽山风举目远眺，语重心长：“生
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
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

牢记嘱托，当好秦岭“生态卫士”，秦

岭陕西段生态状况评价为“优”“优良”等
级面积已首次超过99%。

山一程，水一程，情系“国之大者”。从
东南沿海到黄土高坡，从东北平原到青藏
高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到
哪里，就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讲到哪里，
对生态文明建设念兹在兹，倾注巨大心血。

2018年 5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系统阐释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环境
与民生、国内与国际等关系，标志着我们
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
识达到新的高度。

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新时代十年
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
绿色发展奇迹。阔步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的话语激荡人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神州大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
人心，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根基，让
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
命之美、生活之美。

思想领航——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思想是历史的航标。
大河奔涌，九曲连环。今年4月1日，

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为保护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黄河保护治理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

5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运城
市考察时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
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黄河流域各省区都要坚持把保护黄河流
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基准线，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事，
坚决不能做。”

对黄河，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
心。在三江源头，叮嘱要保护好“中华水
塔”；在甘肃，提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感慨

“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
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下转第四版）

人民日报7月17日署名文章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