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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
日利亚前总统布哈里逝世向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致唁电，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布哈里亲属、向尼日利
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布哈里前总统是尼日利亚重要领导人，致力

于探索符合尼日利亚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国家团结进步作出卓
越贡献，在国际社会享有威望。他生前坚持对华友好，积极促进
中尼友谊和中非友好合作。他的逝世是尼日利亚人民的巨大损
失，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方高度重视中尼关系发
展，愿同尼方一道，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主席《论教育》《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近镜头：温暖的瞬间》繁体版在香港书展首发
见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左超） 7月15日至16
日，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考察学
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
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学习上海改革创新先进经
验，结合谋划“十五五”发展，推进沪滇协
作再绘新篇。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
记、省长王予波参加有关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
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
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代表团专程来到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
馆，认真学习上海建设新时代人民城市
的实践经验，与上海同志共同领悟总书

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理念，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
总体要求、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交流城
市治理的创新做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是沪滇协作重要内容，代表团走进赵巷
镇和睦村，考察城乡融合打造“乡村+商
旅”产业发展新样本，学习借鉴统一招商
运营、创新消费场景、促进村民增收等思
路举措，探讨创新旅游旅居新路径。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是云南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代表
团来到上海化工研究院，走进聚烯烃催
化技术与高性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
仔细察看新产品，了解该院与上海华谊
集团深化院企合作，推进基础研究、制
造、应用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做法，为我
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取经；华测
导航技术公司专注高精度导航定位技术

研发，产品及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勘测、
建筑、交通、农业等领域，大家认真听取
讲解，表示云南可以为新产品提供更多
应用场景，希望加强地质灾害预警、矿产
资源开发等方面合作。

跨越山海，共商发展。两地同志在考
察中深入交流、密切磋商，一致表示要共
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抓好沪滇协作“十四五”收官工作，深
化“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推
动产业转移承接、科技创新、城市治理、
社会民生等领域协作取得新成效，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结出新硕果。

王宁在考察中要求，我省各地各部
门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眼睛向
外，把学习成果更好转化为干事创业的
思路举措办法，完善协作机制、发挥比较

优势、加强工作对接，推动沪滇协作转化
为一个个促发展、惠民生的具体项目，让
边疆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16日上午，我省举行“投资云南·有
一种叫云南的机遇”招商推介会，同120
余家知名企业现场交流、精准对接。“绿
电+先进制造”、茶产业工业化、中药材
产业化等产业链推荐人以及华住集团、
钦实集团负责人作发言。王宁、王予波
共同见证相关投资合作协议签约，热忱
欢迎广大企业家来滇旅游旅居、投资
兴业。

上海市领导李政、华源、张小宏、刘
多，云南省领导刘洪建、邱江、赵俊民、
杨斌、王显刚、徐浩、王学勤参加相关活
动。云南省各州（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考
察学习。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考察学习

学习上海改革创新经验 推进沪滇协作再绘新篇
陈吉宁王宁龚正王予波参加有关活动

7月 14日，富民县总工会职工会
员子女暑期爱心托管（育）班开班。托
管班实行单日照护、周期照护和弹性
组合 3种方式，打破了传统托管班整
期报名的限制，满足了职工不固定、
碎片化的托管需求，受到广泛欢迎。

托管班还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
点设置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活动，让孩
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成长。

按照“普惠型”收费原则，富民县
总工会暑期爱心托管服务费由富民
县总工会补助一半，职工会员承担一

半，确保普惠服务覆盖县域内职工会
员群体。同时，针对困难职工、生育三
孩职工、县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职工会员子女实行免费托管。

本报记者 龙舟
通讯员 施佳琼 摄影报道

微风拂面、草木摇曳，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公园里，树
木在浓浓绿意中透出生机；河畔绿道上，骑行爱好者正享受
惬意时光……近年来，我省各地围绕绿美、宜居、特色、韧性
的目标，建成一批标志性绿美示范项目，各具特色的城市形
象展现眼前。

城市绿化，事关城市生态环境改善，事关人居环境品质
和人民生活幸福。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于2022年启动实
施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聚焦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增绿提质”为主线，把公园、绿地
建在百姓身边，让群众享受到更多绿色福利。

拆围透绿、拆违建绿、见缝插绿，300米见绿，500米见
园。绿美城市建设开展以来，全省新增城市绿地面积近
5300公顷，城市（县城）建成区绿地率达 40.37%，城市绿量
不断增加，绿化品质持续提升，各地因绿而美、因特而美、因
多样性而美。

共享共建，让城市承载更多幸福。3年来，全省累计新
增城市公园（含口袋公园等）2200余个，市民休闲活动的绿
色空间不断拓展，可达性日益提升，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畅享
绿色福利。全省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持续推进，107个城市
（县城）的 400余个公园实施绿地开放共享，为市民提供了
休闲娱乐、运动健身的好去处。

全省建成绿美社区 4730个，为居民生活增绿添彩。各
地全要素、高品质绿化美化城市街区，共建成绿美街区853
个，让街区内的绿地融入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聚焦群众宜
居、宜游、宜乐需求，各地对有条件的公园草坪、林下空间持
续开展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让群众更好地亲近自然、休闲游
憩和运动健身。聚焦地域特色，各地在绿地建设过程中优先
采用乡土树种，打造植物种类丰富、色彩搭配美观、群落配
置合理的绿化景观，留住城市记忆，传承历史文脉。

各美其美，彰显城市特色。昆明的公园城市、丽江古城
区的花园城市、昌宁的田园城市、芒市的花果园林城市……
一张张亮丽名片，折射出不一样的地域性、文化性、民族性。
各地结合自身实际，选树了 40个特色鲜明、类型丰富的绿
美城市和400个环境优美、生活恬美的绿美社区，立体呈现
云南的城市特点和特色。

漫步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的街巷之间，芒果
树的馥郁、柚子树的清新、菠萝蜜树的甘甜拂过每一位行
人，乡土果树创新城市美学绘就了“一街一树（果）一景”，擦
亮了芒市花果园林城市的名片。 下转第二版

在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一根甘
蔗吃干用尽”的全产业链，正将 40万
亩甘蔗转化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甜蜜
产业”，截至目前，已带动2.3万户种植
户增收，辐射带动9776户脱贫户持续
稳定增收，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

走进耿马镇弄巴村，空气中弥漫
着甘蔗的香甜，连片的甘蔗地如同绿
色的海洋，生机盎然。“今年甘蔗的长
势非常好，肯定又是丰收的一年。”
弄巴村党总支书记赵海高笑容满面
地说。

弄巴村是一个佤族聚居村寨，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甘蔗
生长。

“‘一根甘蔗’甜蜜了我们整个
村。”赵海高说，甘蔗是全村的支柱产
业，如今弄巴村已经成为耿马县甘蔗
种植面积最大的村，甘蔗总产量连续
6年超过 10万吨。2024/2025榨季，全
村甘蔗农业总产值约5499万元，甘蔗
种植面积 19.96万亩、总产量 11.69万
吨，甘蔗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创收
23.1万元。

起初，赵海高在村里带头种了 6
亩甘蔗，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种植规
模逐步扩大，如今已经发展到 100多
亩。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村民纷纷开始
种植甘蔗。如今，靠着“甜蜜产业”，弄
巴村村民不仅住上了小楼房，还买了
小汽车，日子越过越甜。 下转第三版

“我真想去看看淮海
战役精品文物展，亲手
捐赠自己的淮海战
役纪念章。”97 岁
的冯为民老人说。

从太行山下
的贫家少年到浴
血奋战的革命
战士，这位从战
火硝烟中走出的
抗战老兵，镌刻着
红色记忆，书写了
苦难与抗争、忠诚与
奉献的一生。

1929 年，原名冯晚瓜
的冯为民出生于山西省高平县
（现高平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彼
时，战事频繁，自然灾害不断。12岁
时，他不得不跟随三哥外出乞讨，尝尽
艰辛。“记得有一次，好不容易讨到一
把玉米皮，刚捧在手心就被风吹散了，
那一刻真感到绝望。”冯为民回忆道。

1944年7月，在山西省安泽县，冯
为民和三哥幸运地遇到了八路军，被

收留入伍。“入伍时，我个
子不及枪高，鞋子大无
法穿，只能用刺刀在
鞋后跟扎孔用线绑
着固定。”冯为民
说，当时，八路军
条件很艰苦，刚
开始没有配发
枪支，他的作战
工具就是一把铁
锹。后来，在班长

的带领下，他在战
斗中缴获了敌人的

武器，才拥有了自己
的第一支枪。

一次，冯为民跟随部队行至
洪洞县城与赵城镇之间的一个四方城
时，被日军包围。眼看着日军冲了过
来，战友们立刻拿起武器和敌人近身
搏斗。“我当时没见过这个阵仗，有点
懵了，肩上还扛着那把铁锹，在班长的
提醒下才反应过来，捡起地上的武器
加入战斗。”冯为民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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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合越山海 携手向未来
本报记者 陈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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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为民：跟党走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
本报记者 邓清文 通讯员 董书敏

耿马：蔗糖产业强链 日子越过越甜
本报记者 李春林 通讯员 陈会平

以历史的纵深感来把握现在做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侧记

见第二版

东西联动，陆海互济。近年来，滇鲁
两地交往沟通密切，在增进共识中寻求
发展契合点，在务实合作中实现互利互
惠，持续深化优势产业、科教人才、对外
开放、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推动滇鲁合
作成为东部与西部互动、沿海和沿边结
合、南方和北方互利的典范。

经贸往来产业合作成果丰硕

山东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是经济大
省、农业大省、工业强省、中国传统文化
高地，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云南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区位优势明
显，正在全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
中心，双方发展的互补性强、合作的互利
性强。

2025年 7月 9日，由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泸西县与山东魏桥创业集团共
建的云南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正式投产
运营。园区全面投产后将推动全省电解
铝运行产能从581万吨提升至650万吨，
跃居全国第二位，标志着云南绿色铝产
业在迈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的进程中
取得重要突破。

作为园区龙头项目，山东魏桥创业

集团旗下云南宏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193万吨低碳铝项目首批生产线同步
投产，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600kA+电解
槽和全球首个电解铝AI智能系统，具备
节能、环保、智能等前沿技术优势，吨铝
电耗比行业平均水平低 500度，碳排放
仅1.8吨，较传统火电方式下降86.15%，
树立了绿色制造新标杆。

近年来，云南依托丰富的绿色水电
资源，持续推进“电解铝+精深加工”一
体化发展，推动铝产业从原材料向新材
料升级。在魏桥集团、创新集团等龙头企
业带动下，多个绿色铝产业园区相继建
成，逐步构建起从铝电解到高端制造的
完整生态链，为云南绿色铝产业链式发
展、集群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不仅是绿色铝，农业合作也日益
紧密。

云南素有世界花园、花卉之乡、药材
之乡的美誉，而山东是农业生产大省、流
通大省和消费大省，拥有一批区域性、全
国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大型商贸流通企
业，滇鲁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领域
加强优势互补，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2023年 2月，滇鲁合作暨“云品入
鲁”展销会在山东印象云南生态城举行。
举办“云品入鲁”活动，是两省深化国家
对口支援工作的实际行动。此前，2022
年9月，以“好客山东 云南有礼”为主题
的“云品入鲁”专场推介会在济南市举
办。借助“云品入鲁”平台，滇鲁两地的供
应商、采购商深入交流互通，积极对接洽

谈，让越来越多的云字号产品走出云南、
走进山东，造福两地人民。

云南企业也积极“走出去”。2021年
3月，云南省贵金属集团机动车尾气净
化催化剂产业项目，落地山东省东营市
国家级稀土催化研究院研发基地与稀土
催化产业园。该项目由云南省贵金属集
团与潍柴集团、稀土催化研究院合作成
立的贵研催化剂（东营）有限公司推出，
旨在进一步开发具备综合优势的催化剂
产品，满足国六及更高标准机动车催化
剂的需求，为推动实现“做大做强中国稀
土催化产业、保障汽车产业链安全”等国
家战略作出贡献。公司同时加强与行业
领先企业的深层次合作，开展产、学、研、
用优势资源的强强联合，加快推进基础
研究和重大技术攻关，促进稀土催化材
料应用关键技术突破，增强供应链能力，
降低物流成本。

下转第三版

扬“链”上之帆
奏共赢乐章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

促进博览会如约启幕

见第四版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看城市发展新目标新路径

见第四版

红河州多措并举“招小商”建车
间，吸纳2.5万余人就地就近就业

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