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交 各 界 朋 友 反 映 各 界 心 声

各界导报社出版 今日 版 新闻热线（传真）：（029）63903673

陕西省政协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61-0016 邮发代号51-38

4

习近平将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一季度延安生产总值增长5.6%
实现“开门红”

——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纪实
“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高浪急所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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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敏：10件提案背后对农民工的深情牵挂
□ 记者 冯倩楠

坐出租车与司机聊几句，碰到老乡问问家乡变化，

叮咛家人不要轻易给外卖快递小哥打差评……

退休后的周敏怀着质朴的善良，依然喜欢接地气的

生活与生活带来的思考。

十多年前，留守儿童、年迈父母的照护，孩子

进城学在哪里上……诸多农民工遭遇的现实困境

引发周敏关注。彼时的她，在连任十届、十一届

省政协委员期间，思考如何把社科力量与政协

建言平台结合起来，有的放矢，为民代言。2011年

1月，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在西安召开，周敏集中

就农民工问题提交了10件提案。

与农民工情感共鸣

2007年8月，周敏离开家乡商洛来到西安，担任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我能不能融入西安这座城市？”周敏坦言

一个异乡人到新地方都会有的忐忑。

四个月后，省政协十届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首次参会，她最深刻的感悟就是“政协委员不能

白当”。

周敏生长于商洛农村。彼时的商洛作为

国家级贫困地区，有太多的冷暖故事让她情牵。

一排排坐在路边的农民工眼眸中充满期待，

面前摆放的牌子上写着“刷墙、走电、安窗户”等

技能介绍……2009年，因为装修房子，周敏常去

西安北郊建材市场，太华路上的劳务市场给她

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西安朱雀路、文艺路等地，

这样的场景稀松平常。

这样的求职方式，就业的几率有多高？找到

工作后的情况如何？工资能不能按时到手？这一

系列的问题引起了她的思考。周敏想为农民工

做点事情。

“社科联有着省内顶级的社科资源和研究

力量，政协有强大的组织网络和协调能力，如果

两方力量联合，做一个农民工问题的专题调研，

为农民工发声说话，若能引起社会关注，也算是为

推动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尽了一点力。”周敏向时任

省政协主席马中平作了汇报并得到肯定：“这是

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2010年3月，省社科联和省政协社法委联合

组织的“西安市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研究”项目

启动，课题组抽调 30多名专家学者和 260多名

在校大学生，分成多个小组，在西安市区进行了

为期8个多月的深入调研。

用事实用数据说话

“要么不做，要做就全力以赴做好。”秉持严谨

工作原则，从设计方案到实地调查，周敏要求每一个

环节都坚持用事实、用数据说话。

周敏与时任省政协社法委主任卢其松经常

一起去现场调研。一次，他们在一处建筑工地

现场调查、座谈后，又去长安区探访了工人宿舍，

一间房支着七八张床，锅碗瓢盆堆在地上，让人

无从下脚……8个月里，周敏主持了大大小小

20多场课题组调研情况会，目的就一个——摸清

实情。

为此，课题组先后调查农民工11000多人次，

收集各类资料两万多份，通过个别走访、深度

访谈、小型座谈会、问卷调查，摸清了西安市区

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总结出农民工群体的八大

特点、十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改善居住

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提高农民工培训有效性和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

问题等5个方面14条对策建议。

2011年1月，在省政协十届四次全体会议上，

周敏带着30万字的调研成果，将梳理成的10件

提案提交大会，并自荐参加大会发言。当时，调研

成果《融合与保护——西安市农民工生存状况

调查研究》一书尚未正式出版。为扩大影响，课题组

以内部交流版本赶印了一批成书，在听取委员

大会发言时供省级领导深入了解。

大会发言结束，周敏遭遇中省媒体的“围追

堵截”。“原本只想把这个声音喊出去，让领导和

委员们知道真实情况，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大的

反响。”周敏回忆说，省委主要领导当场赞扬：农民工

调查搞得好！

“应接不暇。”周敏用一句话概括接下来的

几个月。省市住建、人社、环保、公安、司法、教育、

卫生等多个部门与她沟通协商，提出解决办法。

在她保存的部门复函打印件上，清楚记录着每件

提案的“办理日志”：“登门三次”“登门两次邮件

回复一次”……

要沉下身子“吹糠见米”

不久，好消息传来！

西安市教育局下发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政策中规定，按照“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

学校为主”的原则，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

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省人社厅面向全省城乡各类

有就业要求和培训愿望的劳动者发放42万余张

培训券。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上学问题、农民工的

培训问题当年得到初步解决。

“仅靠一次调研就想解决所有问题，这是

不现实也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在推动农民工

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我们的调查引起了重视，起到了

助推作用。”周敏说，根据对调研个案的追踪，劳动

合同的签约比例大幅提高，农民工的住宿、住房

条件也得到显著改善。

在周敏看来，这次调研为社科研究成果的

转化应用探索了一条可行之道。

总结履职经验，周敏说，关注社会问题要有敏锐

的视角，尤其是关注弱势群体的，要加强与群众的

联系，切忌调研“走马观花”，要沉下身子“吹糠见米”。

在担任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期间，

周敏带领省政协文史委完成了“文化旅游历史名镇

建设”“汉江、丹江水资源保护利用”等专题调研和

月度协商，征集出版了一批文史资料，为推进

27个文史工作重点县“三室一库”及数字化建设

做了大量工作。回望在政协履职的经历，周敏

借用泰戈尔的诗句表达心声：“天空中没有我翅羽

的痕迹，但我高兴我已经飞过。”
75人话75年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5月 11日宣布：

经中拉双方共同商定，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将于 5 月 13 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主持会议。拉共体

成员国外长或代表、有关区域性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 马卓言 冯歆然）5月

11日，外交部就习近平主席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开幕式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部长助理苗得雨介绍

有关情况并答问。

苗得雨表示，本次部长级会议主题为“共商发展振兴

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

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中拉关系发展，阐述中拉命运共同体重要

理念的丰富内涵、实践成就和广阔前景，提出发展中拉关系的

新倡议新举措，为中拉关系行稳致远指明方向、注入新动能。

会议将通过多份成果文件，涉及双方在科技创新、经贸投资、

人工智能、金融、基础设施、农业粮食、工业和信息化、能源

矿产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具体举措，展现中拉在

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方面的坚定决心。

（下转第2版）

新华社北京 5月 11 日电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统一

部署，截至 5月 10日，8个中央

指导组完成对21个地方和单位

进驻工作。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

组长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中央

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

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

情况，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指出，在

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今年党建

工作的重点任务。派出中央

指导组，有针对性地督促指导

相关地方和单位抓好学习教育，

是帮助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落地见效、更好解决突出问题的

重要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对相关

地方和单位的关心关怀。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

指导督导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

从严从实履职尽责，对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关于学习

教育部署要求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督促指导相关地方和单位动真

碰硬、真刀真枪解决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突出问题，及时发现并

推动解决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

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突出问题，坚持同题共答，

有力有序开展指导督导工作，通过以点促面推动

全党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部署

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这次学习教育

的重要意义和党中央派出中央指导组的政治考量，

以此为契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扛起学习教育主体责任，全力配合和支持

指导组工作，切实解决问题，推动学习教育不断

走深走实，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

外交部介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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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杨小妹 记者 贺鹏飞）
5月9日，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持续

深化‘三个年’活动、聚力打好重点领域攻坚硬仗”

系列新闻发布会，延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汉平

介绍，今年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增长5.6%，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7.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1%，顺利实现

“开门红”“开门稳”。

今年以来，延安坚持以主要工业产品稳产

增产支撑工业产值增长，出台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10条措施；延安苹果第十次飞上太空，一季度销售

库存苹果共 82.01万吨；汽车类消费增长 7.2%，

日用品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65.9%、

1.27倍；一季度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

8.2%、10.4%。

一季度，延安 38个省级重点项目开复工率

73.7%、投资完成率25.2%；350个市级重点项目

开复工率 75.7%、投资完成率 23.6%；延安原油

储备库、延安气田中区南部天然气地面集输工程

二期等项目开工建设；西延高铁、延榆高铁、

王瑶水库扩容工程、黄陵矿业2×1000MW发电等

项目加快推进。

一季度，延安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283 个，

新签省际项目67个、增长59.5%，实际使用内资

78.05亿元、增长47.9%。同时，延安大力发展县域

经济，建立县域经济奖增激励机制，一季度县域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6.63亿元、增长13.3%，实现

生产总值432.42亿元、增长6.3%。

“近年来，延安市建成5G基站6560个，成功

创建全国千兆城市，组建延安数据集团，延安

云计算数据中心、‘无锡·延安’智算中心建成

投运，黄陵矿业智能化开采技术全国推广，苹果

产业智能装备水平全国领先。”严汉平表示，

下一步，延安将聚焦建设全省产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示范区，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为主线，加快推进电信5G创新应用产业园等

算力基础建设，拓展政务服务、公共安全等

领域数字化应用场景，力争“十五五”末，数字经济

产业集群产值达到300亿元以上。

□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记者 倪四义 杨依军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是习近平主席早在十多年前，作出的深刻

判断。日升日落，春秋代序。这句话被一个个

大事件，一次又一次验证。

人类，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团结还是

分裂、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百年变局

正加速演进，攸关人类命运的“时代之问”，从一趟

俄罗斯之行中可看到答案。

5月7日至10日，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

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周年庆典。

时针仿佛又拨回到十年前参加70周年庆典

的时刻。满是沧桑与荣耀的莫斯科红场，同样的

声震长空，同样的步履铿锵。

时移世易。每一天都在改变，却总有一份力量

如磐石般坚定，总有一种精神引领时代浩荡前行。

那是“风雨同渡”的践诺，是“挺膺担当”的

勇毅。乱云飞渡，不辍和平之志；惊涛拍岸，高扬

合作之帆。

当地时间7日傍晚，霞光满天，习近平主席

走下了专机舷梯。到机场迎接的俄罗斯副总理

戈利科娃，说起一篇文章：“我们都怀着极大的

兴趣，认真阅读了您发在《俄罗斯报》上的署名

文章，深感振奋、深受感动。”

习近平主席在文章中写道：“不为一时一事

所惑，不为风高浪急所扰，以中俄战略协作的

确定性和坚韧性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共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访问时间：
“新时代的中俄关系更加从容

自信、稳定坚韧”
就在不久前，国际舆论还在揣测：在大国关系

复杂激荡的当下，北京－莫斯科会走向何方？

实则，在习近平主席专机如约落地的一刻，

已给出回答。无论是署名文章中的“不为风高

浪急所扰”，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共见记者时强调的

“风雨同渡、关山共越”，中国一再亮明方向。

普京总统同样态度鲜明：“两国友谊牢不可破”

“俄中关系不受一时一事影响，不受任何外部干扰”。

元首的战略引领，在厚重的外交史册里，是

最恢弘有力的篇章。

8日一早，习近平主席的车队迎着晨风，驶进

克里姆林宫，风景旧曾谙。乔治大厅，两位元首相向

而行，手紧紧握在一起。

历史与现实、国家与世界、当下与长远，众说

纷纭的解读，指向一个共同结论：在充满了不确定性

的世界里，此行释放出“大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中俄两国用时间垒砌着友谊、积淀着信任。

新时代以来，两位元首会晤40多次，习近平主席

到访俄罗斯 11次。这次来，他对普京总统说，

“俄罗斯是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访最多

的国家”。

8日，本是普京总统作为东道主广迎宾客的

忙碌一日，他却将大半天时间留给了来自中国的

好朋友。欢迎仪式、会谈、签字和合作文本交换

仪式、共见记者、欢迎宴会，在惯常的国事访问

日程之外，俄方还作了特别安排：在总统办公室

进行一场茶叙。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建设性

力量”，正如习近平主席对中俄关系的评价，“具有

清晰历史逻辑、强大内生动力、深厚文明底蕴，

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

何为历史逻辑？

回望，中俄关系有着无数历史细节的支撑。

发轫于峥嵘时光深处，印刻着苦难辉煌的岁月。

两国关系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

从战略协作伙伴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再到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成功探索出一条相邻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这也为大国关系开辟了破浪前行的宽阔航道。

何为内生动力？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交锋的当下，去年

双边贸易额逆风创新高。双边合作的强大韧性成为

关键，习近平主席将此形容为“芝麻开花节节高”。

存量、增量、变量，他全方位阐明合作的方向路径，

着眼于“稳”的基础更坚实、“进”的动能更充足。

普京总统积极回应道：“坚定不移推动俄中关系

发展、扩大互利合作是俄方战略选择。”

合作，谋的是人民福祉，为的是全球发展。

访问期间，双方达成 20多项合作文件。其中，

有经济领域的拓新，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签署，

有力对冲了保护主义逆流；有全球治理的再对表，

双方发表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关于

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国际法权威的联合声明，在

国际社会持续回响。

何为文明底蕴？

两国的文明交流互鉴，也远不止于此次签署

的教育、电影、媒体等合作文件。体量之大、人口

之多、历史之悠久、文明之厚重，从昔日并肩作战

到今日携手与共，相向而行的深层逻辑，是两大文明

的历史观、和平观、秩序观、发展观的辉映。文明

维度的相通，成为政治互信、务实合作的最坚实根基。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历史怎会一蹴

而就？一砖一瓦地垒砌，才有了今天的水到渠成。

此访，最重要的一份政治成果，诞生于克里

姆林宫的孔雀石厅。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关于

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

沉甸甸的文本，映照着中俄关系的鲜明标识：

全面战略协作。

“只要中俄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战略协作，

就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两国实现各自发展振兴，

阻挡不了中俄世代友好的民心所向，阻挡不了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习近平

主席的声音，坚定有力。

（二）庆典时刻：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

新的历史”
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的

消息发布后，普京总统早早就对外发声，习近平

主席将成为“最重要的嘉宾”。

9日清晨，朝霞还没有爬上天空，莫斯科红场上

已是人潮涌动。耄耋老人、垂髫少儿、青春壮年，

胜利日也是人民的节日。

习近平主席的车队，驶过迎风飘扬的胜利旗，

驶过将鲜花捧在胸前的人群。街头，人们看到

红旗车和五星红旗，纷纷驻足挥手致意。

阳光铺满了红场。习近平主席压轴抵达

克里姆林宫，普京总统热情相迎。

再赴庆典，十年倏忽而过，往事历历在目。

再久远，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褪色，“带给

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

再久远，在国际形势大动荡大变革中挺立

潮头的身影不会缺席。纵然单边主义、霸权霸道

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但捍卫和平与正义的力量

一直都在。中国和俄罗斯从历史中汲取更多

智慧，担当更大责任。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一起步行至主观礼台。

坐在一起的两位国家元首热切交谈。山河破碎、

抗争跋涉，回溯历史，更感慨今日的来之不易。

普京总统致辞的声音回荡长空：“胜利是神圣的，

历史不容篡改，胜利者不容侮辱。”“中国人民英勇

抗战，我们高度赞赏中国人民为开辟人类共同

未来作出的贡献。”

阅兵式以时间为轴。普京总统不时转过身来，

向习近平主席介绍旗帜、方队、装备。年轻的战士，

昂首挺胸，“乌拉”的呐喊穿透云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方队走来了！

步伐铿锵，风采灼灼。习近平主席起身致意，

他的目光追随着行进队列，穿过历史烟云。

望向亚洲主战场的千钧之重。每一寸山河

浸透热血，每一场战斗挺立不屈脊梁。五千年文明

在至暗时刻迸发强大力量，全体中华儿女共谱

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望向战火中的携手并肩。当暗夜笼罩世界，

中国人民同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一道，以生命守护

生命，用信念点燃信念。苦难与牺牲淬炼出的

不仅是胜利，也是共克时艰的深情厚谊。

坐在习近平主席另一侧的，是一位胸前挂满了

勋章的百岁老战士，名叫叶夫根尼·兹纳缅斯基。

暮年白发，军人风范却不减当年。他动情地

握着习近平主席的手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

能击垮我们。”这是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启思。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和

联合国成立 80周年。习近平主席曾说过，“对

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他同普京

总统一道签署的那份联合声明，笔墨蘸满了历史

沧桑，遒劲有力地写下未来：

“坚决粉碎任何企图篡改二战历史、贬低和抹杀

中俄二战历史功绩、抹黑解放者形象的行径”；

“人类应永远铭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及其

原因和教训，尽一切努力阻止类似悲剧重演”；

……

承前启后的重要年份，叠加风起云涌的国际

形势，中俄两国紧紧团结在一起，“将携手捍卫

二战胜利成果，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

全球治理体系”。

阅兵式结束，习近平主席和参加庆典的其他

领导人一道，从红场步行到亚历山大花园。无名

烈士墓前，他们肃立默哀。

一顶钢盔，一面红旗，一簇永不熄灭的火焰。

9日中午，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

战争胜利80周年庆祝宴会。

《胜利日》《士兵之歌》《祖国从哪里开始》……

影像伴着曲调的节奏变换，战争的阴霾、和平的阳光，

扑面而来。人们沉浸其中，感悟着、思索着。

有个细节。宴会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即将

离席，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悠然

响起。这是乐队特意为中国贵宾加奏的。

习近平主席走上前，握手、合影。历经共同的

苦难史、抗争史，北京－莫斯科，心灵的距离如此

之近！

1945年9月3日、1945年5月9日，两个载入

史册、振奋人心的时间，中国、苏联，历经九死

一生、愈挫愈勇，胜利的号角声响彻久远。3500
多万、2700多万，两个规模庞大、痛彻心扉的数字，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和苏联在亚洲和欧洲主战场

上的伤亡人数。

纪念，因为两个英雄的国度，需要英雄的精神

铸就民族的血脉；因为和平和正义来之不易，需要

携手去呵护和捍卫。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

开创未来。”习近平主席一次次从历史望向未来。

两国元首相约今年秋天。在那一个伟大历史

转折点的纪念日，中国将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80周年。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