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1版 重点解决好黄河“几
字弯”地区沙患、水患、盐渍化、农田防
护林、草原超载过牧、河湖湿地保护六
大生态问题。

在攻坚战推进中，内蒙古注重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打破
省际、盟市等行政区划界限，强化区
域联防联治，形成协同防沙治沙新
局面。各地创新工作方法，发挥新
能源开发牵引效能，一体推进新能
源开发和沙化土地治理。建立防沙

治沙基金，鼓励引导企业、社会团
体、农牧民积极参与防沙治沙。各
地积极探索“先建后补”等模式，支
持农村牧区经济组织、合作社等自
愿申报、自筹资金先行开展生态建
设。启动“揭榜挂帅”项目，开展防
沙治沙关键技术攻关，加大林草先
进机械装备研发和技术集成推广应
用力度，安排资金建设保障性苗圃、
草种繁育基地，不断提高工程技术
含量和林草种苗保障能力。

内蒙古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区
完 成 沙 化 土 地 治 理 512 万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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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如意大厦A座转让
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接受委托，公开对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如意大

厦A座（内蒙古农牧业现代流通网络服务大厦）及地下一层110个车位进行
整体转让。

1.位置：标的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二纬路与腾飞南路交叉口东南200米
2.建筑面积：25064.90平方米
3.挂牌价：335,769,400元
4.联系方式：王经理 18586095913
5.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阿吉泰路3号

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
2024年6月17日

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了解多少？
6 月 17 日，是第 30 个世界防治

荒漠化与干旱日。世界防治荒漠化
与干旱日由联合国大会设立，旨在进
一步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防治荒漠
化重要性的认识，唤起人们防治荒漠
化的责任心和紧迫感。

今年荒漠化和干旱日的主题是
“为了土地联合起来：我们的遗产，我
们的未来”，旨在动员社会各界支持

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据统计，全球每
秒钟约有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
康土地退化，每年退化的土地总面积
达1亿公顷。为阻止和扭转这些令人
担忧的趋势，实现到 2030年恢复 10
亿公顷退化土地的全球承诺，让当代
人和后代人参与面向土地未来的管
理和关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
要和紧迫。

荒漠化防治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攸关你我，攸关世界。防治荒漠
化，让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从自
身做起——节约用纸、用水，少用塑
料袋，少用一次性用品，低碳出行。

（内蒙古科协供稿）

仲夏时节，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如期举行。本届论坛
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7000多名台湾
各界嘉宾相聚厦门，畅叙友谊。

在这场两岸民间最大规模的交流盛会上，台湾同胞
纷纷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广大台湾
同胞的共同心声，期待与大陆同胞携手同心，守护中华民
族共同家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首次参加海峡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盛赞
这是一个让两岸各行各业民众充分交流、相识相知的“好
平台”。“只要有交流，就有对话的机会；有对话的机会，就
能够理性务实沟通。”他说。

连胜文表示，台湾民众普遍希望两岸和平，互惠互
利。“我们要为了两岸多数人的福祉和未来，积极诚恳地
推动和发展两岸关系。”

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溢诚表示，自己是第六次
参加海峡论坛，感觉论坛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好，新老朋友
都能借此机会展开交流。“不管台湾政局如何变化，对台
湾民众来说，我们依然很愿意和大陆展开交流，融合发
展，相向而行。”他说。

举办第十六届海峡论坛的消息公布后，民进党当局
“膝跳反射”式采取限制和打压措施，试图阻止台湾同胞
赴大陆参与论坛活动。但台湾同胞依然踊跃参会，用实
际行动表达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支持。

本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台湾云林县长张丽善借孟子
之言“虽千万人吾往矣”抒发参与论坛的坚定心情。她表
示，尽管出发前受到很多恶意攻击，但仍义无反顾前来参
加海峡论坛。

“台湾的主流民意是期待台海和平、互惠互利、共存
共荣，共同打开两岸欣欣向荣的愿景。”张丽善说，两岸应
基于对“九二共识”的认同与尊重，携手运用智慧，推进两
岸关系朝向和平稳定的道路前进，共同努力为两岸的繁
荣未来贡献力量。

本届海峡论坛举办论坛大会以及四大板块 50场活
动，为全面恢复两岸交流往来蓄势聚力。从贴近两岸同
胞生活的妇女、婚姻、社区服务等活动，到专业领域的科
技金融、卫生健康、智能制造等活动，再到青春活力十足
的体育、新媒体、影视等活动，两岸同胞互诉骨肉亲情，共
绘融合愿景。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吴家莹表示，两岸关系形势
越复杂严峻，越需要两岸民众加强交流。这次海峡论坛
各项活动很丰富，两岸同胞交流交往很热络，加深了相互理解。这进一步证明，
民进党当局种种阻扰限制不得人心、不可能得逞。

论坛上，台胞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讲述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故
事，为两岸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姜锋2014年来厦门创业，10年间
见证了大陆各领域发展进步，实现了从“创业人”到“摆渡人”的转变，成为台湾青
年在大陆创业的助力者，带领团队推动4万名台湾青年“登陆”交流。

范姜锋表示，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中来，参与
到民族复兴进程中来，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机遇。“亲望亲好，在两岸交流大
潮中逐梦前行，一颗种子可以变成参天大树。”

“大陆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台湾同胞作为中
华民族一分子，对此感到光荣，希望共享中华民族大发展的伟大荣光。”台湾中华
眷村文化发展总会理事郭克智说。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参与海峡论坛的台胞表示，两岸中国人
有共同的血脉、文化和历史，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有着共同的责任
和期盼，将与大陆同胞一道，携手同心、接续奋斗，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台湾劳动党副主席王娟萍在论坛上表示，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两
岸同胞都是一家人。“台独”势力数典忘祖，推进“去中国化”，依附外部势力，改变
不了台湾同胞的中国文化基因，也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事实。“台独”
分裂行径是绝不会有出路的。

王娟萍表示，两岸在经济、文化各领域的融合发展是历史大势，两岸同胞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应团结携手，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常以先祖范仲淹来激励自己。我相
信，定会有更多两岸青年站出来，以我们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创中华民
族历史新辉煌。”范姜锋说。

在安徽创业的台湾青年许伟昕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前景光明，国家好、民族
好，两岸同胞才会好。大家要坚定秉持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信念，站在历史正确
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共担民族复兴责任，共享民族复兴荣耀。

（记者 尚昊 赵博 付敏 邓倩倩 吴剑锋 陈旺）
（新华社厦门6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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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褚萌萌 刘明洋

今日之香港，展现出特区管治高效
运作、全社会干事创业的新气象，迎来
了全力拼经济、谋发展的最好时期，正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张开双臂欢迎世界
各地的投资者和旅客。在新的起点上，
在国安法律护航下，香港正撸起袖子加
油干，全力书写新辉煌，由治及兴势不
可挡。

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后，香港向
全世界展现了更安全、更自由、更开放、
更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发展如虎添翼。
2024 年初，一主要外国商会的调查反
映，近八成受访会员对香港的法治有信
心。一组亮眼的数据可佐证如今香港
充沛的发展活力：2023 年香港经济恢复
3.3%的正增长，2024 年首季实质本地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 2.7%；国际金融中心地
位不断巩固提升，港股市值超过 33万亿
港元；香港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30.5 万
亿港元，有市场报告推算香港有逾 2700
个单一家族办公室；2023 年以内地或海
外为总部的驻港公司超过 9000家；截至
今年 4 月底，各项人才入境计划收到近
29万宗申请……

各项数据和事实除反映香港经济

和金融发展的良好表现，更体现香港在
“一国两制”下独有优势和功能定位的
稳固，以及在面对全球经济不稳定情况
下的韧性和应变弹性。纵然外围环境
仍然复杂，但香港经济正稳健增长。香
港资产管理规模和港股市值相当于本
地生产总值的 10 至 11 倍，反映出大量
资金和投资人对香港市场的稳定发展
和亮丽前景充满信心。

虽然一些见不得香港好的人不时
制造谎言、进行抹黑，但香港回归祖国
近 27 年的历史，让广大市民深刻认识
到，香港国安条例是保安全之法、保发
展之法、保民生之法。从《维护国家安
全香港国安条例》通过后的第一天就有
25 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到金融、文化
等国际盛事接连举办，全球顶尖的金融
机构和商界精英纷纷来港参加活动，用
真心实意和真金白银对香港投下信心
票。事实雄辩地证明，香港现已走上稳
健发展的正轨，仍是全球营商环境最好
的地方，是干事创业、赚钱盈利、成就梦
想最好的地方。

独特地位和优势不断巩固，香港的

“金字招牌”依旧闪亮。全球最自由经
济体之一、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之一、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全
球最大的航运中心之一、全球法治水平
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些“金字招牌”
是香港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并持续得
到巩固提升，现在仍是香港的核心竞争
力。在稳固传统优势的同时，近来香港
积极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人
工智能、绿色科技、数字金融等方向持
续发力创新，积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
心和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识变、应
变、求变，更新发展理念，增强发展动
能，努力构筑竞争新优势。

“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
策，是香港长治久安的保障。中央坚持

“一国两制”方针的立场一以贯之，从未
动摇。正是因为有了“一国两制”，香港
才既享有巨大的“一国”之利，又拥有广
阔的“两制”之便，连接祖国内地同世界
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更加凸显。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不断深入，香港

“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服务平台功能势
必越来越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实现由

治及兴，近期金融、旅游等领域一系列挺
港惠港政策陆续落地。在新起点上，香
港定能将“一国两制”的红利最大化，使
其优势充分彰显、持续释放。

一个强大、繁荣的祖国，是香港最大
的靠山和底气。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就是融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的
无限商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国家“十四五”规
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和倡议深入实施，为
香港源源不断注入强劲发展动能。目前
香港正在与祖国融合融通中，积极应对
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区域性重组挑战，不
断优化自身经济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当前香港社会各界团结一心拼经
济、齐心协力建家园，发展优势不言自
明、发展成果有目共睹。从历史到现
在，香港总能在变局中开新局，在风浪
中实现更大发展。我们坚信，有伟大祖
国作坚强后盾，有全体港人努力打拼，
香港由治及兴未来可期、前景广阔。

（新华社香港6月16日电）

香港由治及兴势不可挡

新华社北京6月 16
日电 （记者 王聿昊
周圆）近期南方雨带逐渐
北抬，国家防总于 16日
12 时针对浙江、贵州启
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这是记者16日从应
急管理部了解到的最新
情况。根据气象预测，
16日起南方降雨中心将
逐渐从华南向江南一带
转移。16日至 17日，四
川盆地南部、贵州大部、
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
东部、浙江南部和东部、
福建大部、广西东北部、
广东东北部和东南部沿
海及河南南部、湖北北
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
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
大暴雨。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
急管理部16日视频连线
福建、浙江、广西、贵州等
省份，分析研判雨情汛情
态势，调度部署暴雨洪涝
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目
前，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
对福建、广西2省份的防
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
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
4省份的抗旱四级应急响
应。国家防总日前派出
的4个工作组正在一线协
助指导防汛抗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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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在全
国“ 安 全 宣 传 咨 询
日”主场活动上，市
民学习《成都市非机
动车管理条例》。当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在
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
日”主场活动。活动
现场设置了安全宣
传、消防演练、创意
互动体验、安全文化
等 7 个展示区域，通
过宣传咨询活动提
升公众安全意识和
避险逃生能力。

新华社发

全国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成都举行主场活动在成都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德欣 李春宇
陈钟昊

仲夏时节，层峦耸翠。北京西北燕
山，明长城犹如巨龙在“绿海”间蜿蜒。

沿着长城脚下的山谷小路一直向
南，便来到青山环抱的石峡村。抬头远
望，山脊处可见长城逶迤；环视乡间，处
处可见的长城元素图饰，展示着这个小
山村与长城的特殊情缘。

今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
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
信，深刻阐释长城的独特价值和守护好
长城的重大意义，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
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长城长，石峡兴。多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生活在这里的“长城儿
女”自发守护家门口的世界文化遗产，
书写下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的精彩篇章。

“拆砖者”变“守护人”

“长城，我又来喽！”
登上石峡关长城，80 岁高龄的石

峡村村民梅景田对着山谷放声呼喊。
“这敌楼、垛口，都是我小时候玩的

地方。”梅景田深情地说。
石峡村人的“长城情”与生俱来。但

一度，这里的情景曾令梅景田痛心无比。
“城墙破破烂烂，遍地都是杂草和

垃圾，有些段落如果不说，根本看不出
是长城。”他回忆，不少城砖都被附近的
村民拆走拿回家盖房子了。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不能毁
在咱们手里啊。”梅景田拿起木棍，背起
编筐，凭着一股执拗劲开始保护长城。
来回一趟20公里，有时上午巡查完，下
午不放心还要再走一趟。看到有人拆
砖挪用、私刻乱画、露营野餐、乱扔垃
圾，他都毫不迟疑上前制止。在村里，
梅景田也没闲着，看到谁家院墙上有长
城砖，就苦口婆心地劝说上交，实在不
行就自己掏钱买水泥和人家换。

1984年，“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

动在全国范围开展。消息传到石峡村，
不少村民受到触动：“全国人民捐钱修
长城，咱们要是还破坏家门口的长城，
哪有颜面见人？”越来越多的村民把家
里的城砖交了回来，有空还和梅景田一
起到长城上巡视。

2006 年，《长城保护条例》正式施
行。梅景田的底气更足了，在他的号召
下，石峡村长城保护小组成立，百余人
的村子，参与长城保护的近 80人。近
20年来，人员几经变化，对长城的守护
依然初心不改。

随着年岁增大，本该颐养天年的梅
景田，还是惦记着长城保护。“舅，有我
们呢。”外甥女刘红岩在2019年通过考
试，成为北京首批400多名长城保护员
中的一员。

穿上亮橙色马甲，背上登山包，44
岁的刘红岩几乎每天都要沿石峡关长
城行走数万步。“每段墙体什么样早就
印在脑子里了。”刘红岩说，“一旦发现
墙体有变化，我们立刻拍照上传，请后
方的研究人员查看是否有安全隐患。”

如今的长城保护，不只依靠村民自
觉，还有专业保护团队和先进技术设备
为长城“精准诊疗”。

“石峡关所在的八达岭区域目前拥
有无人机文物巡控平台和智慧景区管
理平台，未来还将实现区域内流程协
同、数据分析等技术升级。”延庆区文物
局副局长刘满利说。

“穷山沟”变“富民村”

石峡村明代建村，曾为居庸北部战
略要地。由于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村里
发展曾经困难重重。

2000 年，柳玉清从吉林老家嫁到
石峡村，还没进村就皱起了眉。“那时候
村里穷，很多院墙都塌了，还不如我娘
家农村呢。”她回忆道。

2014 年，在长城脚下长大的延庆
沈家营人贺玉玲来到石峡村，看中了这
里的长城文化资源，从此扎根搞起餐饮
民宿产业。

破旧的院子一租就是 20年，翻新

改造、设计装修……村民手里拿着租金
自然高兴，但心里难免犯嘀咕：“花这么
多钱租咱这破房子，还往里搭钱，这个
人到底图个啥？”

贺玉玲用实际行动为村民解惑。先
后租下的 12个院落，被改造为“春居”

“幽夏”“醉秋”“冬隐”等不同主题的民
宿，还创立“石光长城”民宿品牌。她还
把自家酱制手艺带到石峡村，融入村里
传统的“石烹宴”，打造特色美食品牌。

身处风铃叮咚作响的山间古居，四
目所及处处见长城，透过屋顶玻璃就能
仰望星空……依托独特的长城资源，

“石光长城”名头逐渐打响，年收入达
600万元。

“作为‘长城儿女’，我们既要保护
好珍贵的长城资源，也要带领更多村民
走上致富路。”贺玉玲说。

农闲时节，一些村民到“石光长城”
打零工增加收入。越来越多游客慕名
而来，乡亲们也开始尝试将自家院落改
造成民宿。随着美丽乡村工程的持续
深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现在的柳玉清有点忙。她一边在
“石光长城”做村史文化讲解员，一边经
营着自家民宿，还顺带销售山茶等土特
产。“现在一年能增收四五万元，日子越
过越红火！”

如今，石峡村拥有21家民宿，每逢节
假日顾客盈门。2023年，村集体经济总收
入达到808.5万元，人均所得36221元。

“未来，石峡村所在的八达岭镇长
城片区将成为集休闲农业、科普研学、
乡野休闲、民宿度假、文化休闲于一体
的旅游目的地，形成产业链完善、主体
功能齐全、协同联动发展的文旅格局。”
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曹凯锋说。

“土习俗”变“金名片”

石夯、门枕、城门匾额……石峡村
村史馆约 340平方米的空间里，400余
件展品讲述着这座昔日长城关堡的历
史渊源、农耕文化和饮食特色，让来到
这里的人们以全新的视角认识长城。

“我从小吃的火勺、桲椤叶腌酸菜，

也是几百年前长城工匠和将士们吃的
食物！”71岁的村民谷同富从八九岁开
始爬长城，对山上的野果、野菜如数家
珍，“没想到咱这土里土气的老习俗，还
这么有文化。”

练兵场、烧窑厂、古井……散落在
村里的遗迹，依稀勾勒出数百年前的关
隘样貌。随着长城文化研究逐步深入，
更多尘封的历史记忆被唤醒。

去年7月，在石峡村北关，参与“长
城营造社”活动的同学们搭建起一座古
代城门的框架。这座抽象的“城门”与
一旁的堡墙遗迹连接起来，再与山脊上
的长城相对照，方圆五里内的长城防御
体系便一目了然。

“长城涵盖了军事防御、农业屯垦、
商业贸易、文化礼俗、聚落建筑等多个系
统。”“长城营造社”发起人之一、北京建筑
大学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系副教授贺鼎说，

“在长城脚下的古堡村落开展活动，可以
让更多人了解长城内在的遗产价值。”

石峡村数公里外，八达岭学校的美
术教师牛淇正在为学生讲授长城元素
文创系列课程。马克杯、手机壳、书签、
冰箱贴，一件件包含长城元素的精美文
创产品设计，均出自兴趣小组学生之
手。“长城的伟大体现在砖石之间，我们
生长在长城脚下，感到非常骄傲。”初二
学生张诗曼说。

“长城保护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
新时代更需要青少年传承好长城文化、
当好接班人。”延庆区教委主任张树清
说，“长城教育”目前已融入延庆区幼儿
园、中小学课堂内外。

以长城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文旅产
品也更多了：大型沉浸式情景剧《梦华·长
城》在北京世园公园火热上演，一幕穿越
千年；中外艺术家在北京长城音乐会联袂
呈现视听盛宴，长城再添“国际范”……

“延庆的长城极具代表性，春夏秋
冬、四季皆景。”延庆区委副书记、区长
叶大华说，“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深挖长城文化资
源，擦亮‘金名片’。”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长 城 脚 下 看 变 迁
——北京延庆石峡村见闻

■上接第 1版 老百姓的满意度高不
高，这是乌兰牧骑服务能力的直接体现。

夏日，在为期一个月的乌兰牧骑
月主题活动中，各支乌兰牧骑带着

“学·创·演”优秀作品走遍全区各地；
冬季，“送欢乐、送文明”基层服务活动
持续进行，农村牧区、工矿企业、学校
社区以及偏远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薄
弱地区都是乌兰牧骑的舞台，每年
8000场演出服务活动让文艺之花开
遍北疆大地。

今年，乌兰牧骑创建全链条演出
服务试点，探索建立收集需求、拟定节
目、群众点单、完成演出、群众满意度
反馈的全链条演出服务模式。“群众点
单”“群众打分”的方式，将进一步精准
对接老百姓的文艺需求，让乌兰牧骑
的创作演唱更加接地气、暖人心。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
兵”，永远在人民中间，永远为人民放
歌。这是全区乌兰牧骑队员不变的
初心。

到 人 民 中 间 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