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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命名70载 相聚红山话红山
（五~八版）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探月工程
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探月工程成果凝结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个
侧面展示了我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的显著成就，
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要在全社会大力弘
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
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
祥、李希出席活动。

上午10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同大家亲切握
手，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年6
月25日，嫦娥六号完成任务后成功返回，我发了贺电。今天，
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大家，代表党中央，再次向大家
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嫦娥六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
采样，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是我国探月工程的重要里程碑。20
年来，探月工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在科学发
现、技术创新、工程实践、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
成果，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为我国航天

事业发展、为人类探索宇宙空间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

追求的航天梦。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指出，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人
类的共同事业。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合作
共赢的原则，“嫦娥”既是中国的、又属于全人类，为国际科技
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为全球深空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力量。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
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

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
习近平强调，探索太空永无止境。希望航天战线同志们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精心开展月球样品科学研究，接续实施
好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
应用全面发展，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
“九天揽月·探月工程二十年”成果展览。

李干杰、李书磊、张又侠、张国清、吴政隆出席上述活动。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我国航天史上迄今技术水平最高的月
球探测任务，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
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再 接 再 厉 乘 势 而 上 加 快 建 设 航 天 强 国
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9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努拉·迪萨
纳亚克，祝贺他就任斯里兰卡民主社会
主义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斯里兰卡是

传统友好邻邦。中斯建交 67年来，两
国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树立了不
同大小国家间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
典范。我高度重视中斯关系发展，愿
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赓续传统友谊，

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中斯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结出更多硕果，推动
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两国人民创造
更多福祉。

习近平致电祝贺迪萨纳亚克
就 任 斯 里 兰 卡 总 统

本报 9 月 23 日讯 （记者 章
奎）9月23日，受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
委托，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
政府主席王莉霞在呼和浩特会见北京
大学“东方奖学金”学员参访团。北京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方方，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吴艳刚，自治区政协
副主席杨劼参加。

王莉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
府向“东方奖学金”学员表示欢迎。她
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7年来，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长期保持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
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发
展寄予厚望，要求我们建设好“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和“一个桥头堡”，继续
建设好“模范自治区”。各位学员亲眼
所见的内蒙古发展成就，是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
取得的。她说，内蒙古有美丽的自然
风光，有丰富的矿产、土地和风能、太
阳能资源，煤炭生产、新能源发电量和
牛奶、牛羊肉、羊绒产量均居全国首
位，对外开放正在向全方位、高水平推
进。希望各位学员常来内蒙古作客，
了解内蒙古、畅游内蒙古，积极促进内
蒙古与各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往
来，为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贡献
力量。王莉霞希望北京大学把更多学
员活动放到内蒙古，同时进一步深化
双方各领域合作。

方方表示，北京大学与内蒙古渊
源深厚，在教育、科技、能源、医疗、人
才等领域合作交流密切。近年来，内
蒙古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能源资源开发、民族团结进步
等方面取得非凡成就， ■下转第2版

王 莉 霞 会 见 北 京 大 学
“ 东 方 奖 学 金 ”学 员 参 访 团

本报 9 月 23 日讯 （记者 白
丹）9 月 23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
理协商会，围绕“大力推进‘温暖工程’建
设 以供暖热度提升民生温度”开展提案
办理协商。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昆出席
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么永波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
席其其格及秘书长杨利民出席会议。

会上，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负责

同志作调研情况说明，部分自治区政协
委员、盟市政协主席和相关专家、有关
部门负责人发言，并开展互动协商。

会议提出，自治区政协要立足职能
定位，充分发挥界别众多、联系面宽、代表
性强的优势作用，持续做好建言资政、凝
聚共识等工作，助推这项民生实事落到实
处。要充分调动委员积极性，深入调查研
究，努力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自 治 区 政 协 围 绕“ 大 力 推 进
‘温暖工程’建设”开展提案办理协商

张延昆讲话

9月 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
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等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9 月 23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探月工程嫦娥
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北疆文化·文物说 三 钮 铜 镜 照 古 今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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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本报包头9月23日电 （记者 蔡
冬梅 通讯员 贾慧珍 刘晓婷）9月
23日，2024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大
会在包头市举行。此次大会以“创新驱
动·绿能未来”为主题，旨在积极探索储
能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进储
能产业上下游深度合作，搭建高水平、
高层次、高能级政企研交流合作平台，
推动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强储能”是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政府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的重要
手段、推进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的有力
抓手。包头市是自治区“强储能”的主

战场主阵地，发展储能产业基础扎实、
前景广阔、优势突出，是一座储能产业
吸引力和集聚度不断提升、储能产业市
场巨大、能够为储能企业提供得天独厚
绿电竞争优势的城市。

据了解，当前，包头市已制定出
台推动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
方案和配套支持政策，大力开展精准
招商，抢抓储能产业发展战略机遇
期，全力实施产业集群壮大、科技创
新提升、应用场景扩大“三个行动”，
持续优化“包你满意”“包你放心”营
商环境， ■下转第3版

2024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本报记者 霍晓庆 实习生 邬思湉

有两张卫星遥感对比图，分外震
撼人心。

一张是2000年的鄂尔多斯，大地
一片褐黄，绿色星星点点；

一张是2023年的鄂尔多斯，大地
绿肥黄瘦，绿色已是主色调。

23年间，这座被库布其沙漠和毛乌
素沙地覆盖近五成的城市，植被覆盖率
由不足30%增长到70%以上。绿色，以
燎原之势，在这片大地蔓延滋长。

鄂尔多斯的实践，只是内蒙古波
澜壮阔绿色史诗中的一页。新中国成
立初期，内蒙古全区森林面积 1.37亿
亩，经过 75年艰苦奋斗，全区森林面
积达到 3.57亿亩，居全国第一。内蒙
古越来越绿，越来越美。

数字的背后，是内蒙古守护民生
福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的拳拳之心，也是内蒙
古牢记“国之大者”、奋力筑牢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忠诚担当。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
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同时，
四大沙漠、四大沙地自西向东分布，土
地荒漠化沙化面积约为全国的20%，是

我国治理荒漠化的主战场、防御沙尘暴
的主防线。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
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
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

挑起担子、扛起责任，自新中国成
立初期起，内蒙古各族群众便与沙漠
死磕较量，闯出了防沙治沙的“库布其
模式”“磴口模式”，实现了从“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同时，内蒙古全力解决经济发展带
来的成长的烦恼。譬如矿坑在大地留下
的“伤疤”，过度排放导致的空气污染等
问题。审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党的十
八大以来，内蒙古全地域全方位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全领域全过程推动发展绿
色转型，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优先，绿色转型。坚定不移
把生态环境保护挺在前头，设好生态
保护“硬杠杠”，全区超过一半的国土
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提高项目开
发准入门槛，坚决守护好内蒙古这片
碧绿、这方蔚蓝、这份纯净。

直面问题，攻坚克难。开展“五个
大起底”行动，深入推进能、水、粮、地、
矿、材等各领域节约，从根子上促进多
产出少耗能、多节约少排放。在全国
率先开展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 ■下转第3版

森林面积从1.37亿亩到3.57亿亩
——数看内蒙古75年锦绣山河美不胜收

联动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