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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巍）十四届全国
政协第十七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12 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他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
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
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不断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中
共中央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积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献计出力。

王沪宁表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广大政协委员要提高站位、拓宽
视野，聚焦粮食安全中的长期性、趋势

性问题，聚焦影响种粮农民和
粮食主产区抓粮种粮积极性的
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研究
论证、建言献策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更好助力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
要围绕中共中央有关决策部
署，结合调研议政和民主监督
工作，及时反映政策落实中的
情况和问题，提出加强改进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要广泛宣介
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宣传解读党和国
家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

“千万工程”经验启示，推动形
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
民的社会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张桃林、孙东
生、张合成、谢茹、苏莉、孔昌生、
程萍、杜志雄、谷树忠，以及种粮
大户盖永峰、蒋祥红和专家代表
金文成发言。大家认为，要调动
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积极
性，强化政策支持，健全农业保
险保障体系，构建现代化粮食产

业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促进粮食
适度规模经营，推广综合种养，提高种粮
效益，确保“国家增粮、农民增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
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
巴特尔、苏辉、咸辉、王东峰、王光谦、秦
博勇出席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农业农村部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
况，并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调动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种粮
积极性，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协商议政

王沪宁主持

新华社北京 4 月 12 日电 （记 者
刘华） 4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的苏里南总统单多吉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
久弥坚。苏里南是第一批同新中国建
交、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同中
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加勒
比国家之一。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
苏方一道努力，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加
强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密切国际协
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苏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赞赏苏方始
终坚定对华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中方
也坚定支持苏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
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
愿同苏方继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保
持高层交往，密切各部门、立法机构、
政党间友好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中方欢迎更多苏里南优质特色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愿同苏方深化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
展贸易、投资、农业、能源、矿业、基
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给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苏
里南是加勒比地区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
之一，也是西半球首个把中国春节作为
法定假日的国家。双方要继续鼓励人文
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共同建设好孔子学

院。加强地方合作，不断丰富两国交流
合作内涵。中方愿同苏里南等发展中国
家一道，加强多边协调和团结合作，维护
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方重视发展同加勒比国
家关系，支持加勒比国家谋求繁荣发展、
增进民众福祉，愿继续为地区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单多吉表示，苏中友好交往历史悠
久。苏里南华人群体为苏国家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苏中建交48年来，苏方始
终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
不移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中国为苏
里南抗击新冠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宝贵帮助，两国农业、卫生、基础设施等
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下转2版）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单多吉会谈

美西方一些国家最近炒作“中国
产能过剩论”“中国产能冲击论”，扭
曲中国与世界的经贸联系，是以干扰
全球经贸运行，打压遏制中国发展。

事实上，所谓“中国产能过剩
论”，反映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下，发达国家死守利益固化旧秩序

“城堡”，与不断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打
破“天花板”争取公平发展权之间的
一场较量。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
滥施制裁打压企业，到鼓噪“脱钩断
链”“去风险”，再到构筑“小院高
墙”、发布投资限制令，种种遏制打
压无不体现了这种角力格局下美西方
资本利益集团压制新兴市场发展，固
守经济霸权的焦虑心态。

历史上看，长期固化的“中心-
边缘”产业分工体系为发达国家带来
源源不断的超额收益，发展中国家只
能位于边缘，充当资源劳动力提供者
和市场销售地的角色。随着中国大力
发展高科技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上游跃升，推动世界分工体系出现
合理化调整，美西方认为自己的中心
垄断地位和收益受到挑战。如今在产
能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炒作所谓“产
能过剩”，目标仍旧是阻遏中国产业
跃迁。

经济全球化时代大潮奔涌向前，
后发国家不断融入世界经济，总是会
培育出各自比较优势，为世界经济孕
育出新活力。如果美西方跳脱出一时
私利的狭隘视角，用全球视野、长远
眼光观察世界，就会发现“堵”不如

“疏”、“断”不如“联”。推动实现资
源自由流动、市场贯通融合、成果广
泛共享，才是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的正
确方向。一个竞争有序、效率更高、
容量更大、创新迭出、高度联通的全
球市场将让所有人受益，各国产能发
展也将由此获得更好的布局空间。

当前，大批“全球南方”国家仍
处于经济起飞或工业化初期阶段，对
产能、产业、技术有着巨大而迫切的
需求。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等发展平台，疏通产能合作路径，
让发展红利惠及更多国家。美国《外
交学者》杂志网站关注到，东南亚国
家积极争取中国电动汽车企业的合
作，“不仅加强了从化石燃料汽车向
电动汽车必然的转型，还通过技术交
流促进了经济增长”。即使在传统农
业领域，在塔吉克斯坦，中泰新丝路
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帮助当地
从棉花种植向棉纺织全产业链跨越。
从长远维度看，畅通全球产能配置，
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
程，意在扩大世界经济容量，造福的
是整个世界。

世界经济发展的正途是发挥各方
优势、畅通资源流动，而不是封锁科
技进步、封堵优质产能。开展全球经
济分工合作，实现资源禀赋自由流
动、跨国贸易顺畅对接、产能技术有
序转移，形成运转高效的全球产供价
值链，将极大助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共享发展红利。就在中国新能源
汽车遭西方针对的同时，中国创造开

放环境，形成了各展所长、共享发展的
价值链条。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成为特
斯拉在全球主要的出口中心，2023 年
在其全球产能中占比过半，这里生产的
汽车热销亚太、欧洲等海外地区。秉持

“在中国，为中国”战略的大众汽车集
团近日报告，第一季度在中国的电动汽
车和内燃机汽车交付量强劲增长。

世界经济发展的正途是坚持创新驱
动、发掘新质动能，而不是扼杀开放创
新、诉诸保护主义。通过开放合作、技
术革新、产业升级以及商业模式更新，
推动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以增量创新
代替存量博弈，世界经济才能获得源源
不断的新动能，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
对很多外企来说，今日中国不仅是生产
基地、巨大市场，更是战略要地和创新
源泉。2023 年，德国西门子新增固定
资产投资 11 亿元人民币，在成都建设
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中国智造基地；
大众汽车集团在合肥建设德国总部以外
最大的研发中心，聚焦智能网联汽车的
研发。

双赢共赢才是发展方向。历史和事
实证明，种种封堵遏制抹黑策略并没能
阻遏中国昂扬向上的发展势头，更没有
挡住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前进步伐。
归根到底，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大潮，早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进
程。杂音和操弄阻挡不了中国与世界互
惠互利的经贸合作，逆转不了全球产业
格局深刻调整的趋势，因为这是世界发
展的洪流、各国民意的主流，也是世界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双赢共赢才是发展方向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全国政协主席
王沪宁12日在京会见苏里南总统单多吉。

王沪宁表示，中苏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互利合作，始终理解和支持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苏方一道，落实好两国
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合
作，深化人文交流，密切国际协作，推动两国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
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

单多吉表示，苏中友谊源远流长。华人群
体为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苏方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合
作，促进苏中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石泰峰、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王沪宁会见苏里南总统单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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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2日，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
苏里南总统单多吉。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4月 12日，十四届全国政协第十七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河北丰宁坝上草原的冬天尤为漫
长，即使将近立春，依然朔风凛冽，积雪
覆盖四野。沿着“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一
路向北，沿途“风车”（风力发电机）林立，
太阳能光伏发电板绵延起伏，燕麦、赤芍
种植基地集中连片，别有一番景致。

“坝上干旱寒冷缺水，只能种植燕
麦、谷子、大豆、胡麻等耐寒耐旱作物。
这个冬天，丰宁坝上的雪特别大，开春土
地墒情好，对燕麦等作物种植是个利
好。”民建中央宣传部四级调研员罗锋对
记者说。

燕麦和赤芍是近年来丰宁坝上重点
推广的作物，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法
宝。前不久，“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
事”网络主题采访活动媒体记者团走进
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坝上
的万胜永乡下洼子村，探寻好“丰”景背
后的致富密码。

打造坝上特色产业发展金名片

坝上三件宝，莜面、山药、大皮袄。
莜麦即燕麦，因为品质好、营养价值高、

用途广，位于坝上“三宝”之首，有“塞外
珍珠”的美誉。

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种植
分散、规模小、缺乏良种和技术指导等原
因，燕麦在坝上一直难以形成气候。

“现在这个燕麦品种粒大饱满，是这
几年我们重点推广的种植项目，你们喝的
燕麦片原料很可能就来自我们丰宁啊！”
手捧一抔金黄的裸燕麦，元始农业基地公
司董事长、民建会员王明远对记者说。

王明远指着基地周边一望无际的田
野介绍，目前，坝上耕地面积近80万亩，其
中燕麦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种植面积和
产量都占到全国的1/25，燕麦产业已成为
下洼子村农民增收的一个重点项目，也是
丰宁特色产业发展的一张金名片。

（下转2版）

好“丰”景背后的致富密码

▶▶▶详见3、4版□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