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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孟加拉国纪念“国父”穆吉布·拉赫曼诞辰100周年暨庆祝独立50周年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向哈米德总统、哈西娜总理以及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北京3月 17日电 3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孟加拉国纪念

“国父”穆吉布·拉赫曼诞辰100周年暨
庆祝独立50周年活动发表视频致辞，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哈米德总统、
哈西娜总理以及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习近平强调，50年前，穆吉布·拉赫曼
先生亲手创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他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两次访问中国，
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结下友谊。我们要铭
记老一辈领导人为中孟关系发展作出的贡
献，将中孟友好的接力棒传递好。

习近平指出，孟加拉国独立 50年
来，在建设国家的道路上取得瞩目成
就。作为友好邻邦，我们深感高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自古以
来就是友好邻邦，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
两国的千年友谊。建交46年来，双方始终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携手前
行。当前，中孟都处在振兴发展的关键阶
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金色
孟加拉”梦想相互契合，中孟务实合作为两
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两国共克时艰，相互帮助，中
国企业参与建设的孟方重大项目取得突破
性进展，孟加拉国97%税目商品输华零关
税待遇正式生效。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
展，愿同孟方一道，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
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孟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祝愿孟加拉国
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孟两国
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习近平向孟加拉国纪念“国父”穆吉布·拉赫曼诞辰100周年
暨庆祝独立50周年活动发表视频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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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月 17 日讯 （记者 张
文强）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
委、教育厅、工信厅等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完善院前
医疗急救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进一步加强我区院前医疗急救体系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对院前医疗急救的需求。

实施方案明确，要合理布局院前
医疗急救网络，城市服务半径不超过5
公里，农村牧区服务半径10至20公
里。各盟市要按照每3万人口配置1
辆救护车，以旗县域为单位，根据旗县

域人口的300%估算人口基数配备救
护车，其中至少40%为负压救护车。
120呼救电话10秒内接听比例要达到
95%，3分钟出车率达到95%。

各盟市急救指挥中心要设立统
一指挥调度信息化平台，与盟市区域
健康信息平台、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信
息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各盟市要加强院前医疗急救网络
建设，推进急救网络科学布局、规范建
设，推进院前医疗急救车辆等急救运
载工具、装备的合理配置以及相关基
础设施建设。要加强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能力建设，推进院前医疗急救人才
培养和队伍建设，推进院前医疗急救
服务质量提升。要加强院前医疗急救
信息化建设，探索建立盟市院前医疗
急救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加强急救相
关信息管理，健全急救系统监测预警
水平。要加强院前医疗急救政策保
障，完善院前医疗急救价格体系，将符
合条件的服务收费项目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同时保障救护车辆权利，救护
车在执行急救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
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

我区进一步完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 3月 17日讯 （记者 刘晓
冬）3月16日至1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深入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五原县、乌拉特前旗调研春耕备
耕、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黄河河道整
治、乌梁素海生态综合治理等工作，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
不失时机抓好农业生产，以科技创新引
领现代农业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扎实做好黄河河道乱占乱建问题整
治工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推动河套地区高质量发展。

惊蛰已过，春耕在即。石泰峰一下
飞机就驱车来到临河农场八分场，直奔
田间地头，考察春耕备耕情况。在小麦
播种现场，他与种植户和当地干部共话
农桑，详细了解土壤墒情、测土施肥、种
植结构、粮播面积、春耕资金保障等情
况，并与大家一笔笔测算成本、估算收
入。石泰峰说，当前正值农业生产的关
键时期，各地要不违农时地谋划好组织
好各项工作，加强农机、农资、种子供应
储备，研究搞好市场供需调度和产销对
接，为今年粮食丰收和农民增收打好基
础。他指出，耕地是最宝贵的资源，我
们既要用好耕地，也要采取有效措施护
地养地，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
引领。石泰峰走进鲜农农业科技园区，深
入了解园区现代农业运营情况。在听取
企业负责人关于蔬菜种植、土地流转、吸
纳就业、经营效益等情况介绍后，他强调，
发展现代农业，一定要充分发挥科技的支
撑作用，注重通过龙头企业牵引整合各类
技术资源，努力打造具有独特优势的产业
和彰显鲜明特色的品牌，走好高产、高效、
优质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要重视解决
好农企利益联结问题，保障好农民的切身
利益，确保农民有稳定收入、企业可持
续发展。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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