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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看 点

新华社旧金山 11月 14日电
（记者刘华 杨士龙） 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乘专机抵达美国旧金山，应

邀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

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

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

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旧金山

国际机场时，受到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州长纽森、财政部长耶伦等

美方代表热情迎接。

习近平乘坐的车队离开机场

前往下榻饭店途中，许多华侨华

人和中国留学生代表等候在沿途

街道，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

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

抵达。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也到

机场迎接。

习 近 平 抵 达 旧 金 山 举 行 中 美 元 首 会 晤
同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

抵达美国旧金山，应邀同美

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

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

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旧

金山国际机场时，受到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财

政部长耶伦等美方代表热情

迎接。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新华社北京11月 15日电 11月 16
日出版的第 22 期 《求是》 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文章强调，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们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总结新时代

10年的实践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

文章指出，一是正确处理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

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全过程中，我们都要把握好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

系。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

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

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

内。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

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

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

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文章指出，二是正确处理重点攻坚

和协同治理的关系。生态环境治理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

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

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

性。要坚持系统观念，抓住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

取有力措施，同时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

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

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当前，必须保持战略定

力，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文章指出，三是正确处理自然恢复

和人工修复的关系。首先要充分尊重和

顺应自然，给大自然休养生息足够的时

间和空间，依靠自然的力量恢复生态系

统平衡。同时，自然恢复的局限和极

限，对人工修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

留下了积极作为的广阔天地。要把自然

恢复和人工修复有机统一起来，因地因

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

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

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

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

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

文章指出，四是正确处理外部约束

和内生动力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只有人人动手、人人尽

责，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才能让中华大

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

文章指出，五是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

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

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

决不受他人左右。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

安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

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对于传统

行业，要推动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要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形成更加主动有利的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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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今晚的广西南宁青秀山铜鼓广场成为活

力四射的青春主场，学生、青年运动员代表们在

这里依依惜别、相约未来。在过去的 10天里，

他们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上以奋

斗展现青春底色、以成长书写民族希望。今

天，当本届学青会的比赛全部落下帷幕，他们

无愧于“青春当勇毅，奋斗绽芳华”的荣光。

由全国学生运动会与全国青年运动会合

并而成的全国学青会，首次横跨教育、体育两

大系统，以体育的名义召集全国优秀的青少

年、青年运动员相聚。首届学青会在广西举

行，创造了参赛代表团 101个、参赛运动员超

过两万人的国内学生、青年综合性运动会的

最大规模纪录。

胸怀理想、勇往直前、拼搏奋进的年轻

运动健儿们，也在本届学青会上创造了耀眼

的成绩——据统计，本届学青会公开组有 6
人 23次超 11项世界青年纪录，两人 1队 3次
超 3项亚洲纪录，1人 1队 8次超两项亚洲青

年纪录，此外，在射击、举重、田径等项目

上还创造了一批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和

全国少年纪录；校园组 47 人 21 队 106 次打

破 42项赛会纪录。

在过去 10天里，我们看到一大批年轻的面

孔在赛场上崭露头角、初露锋芒，他们是中国竞

技体育的明日之星；我们也感怀于赛场上一个

个挥洒汗水、挑战极限、永不放弃的动人瞬间，

这就是拼搏的精神、体育的力量；还有那些为

梦想全力以赴，却未能获得理想成绩的小将，

他们把泪水留在赛场，种下希望的种子。

主题为《青春的礼赞》文体展演将闭幕式

推向高潮，诠释的是学青会赛场上的少年英

雄、明日之星不惧艰险、勇担使命的豪迈。他

们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最佳代表之一；他们为

祖国的未来贡献力量、为民族的未来书写华

章，值得最真情的赞美与喝彩。

本报南宁11月 15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在红绿黄交替闪烁的铁路

交通信号灯下，游客们不时停

下脚步，驻足拍照。在伏牛山

深处的伊河支流边，一辆橘红

色的内燃机车火车头牵引着几

节绿皮车厢静静地停靠在村

头，仿佛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这是在河南省洛阳市栾川

县王坪村，一个火车未曾涉足

的村庄，在定点帮扶中却奇迹

般地建起了供游客游玩的“火

车站”。这里不仅有农家宾馆

的温馨，火车头餐厅的美味，

更有远近闻名的“铁路小镇”。

村民们不仅成功脱贫，而且拥

有了稳定收入，他们在这片绿

水青山的怀抱中，捧起了乡村

旅游的“金饭碗”。

栾川县曾被列入扶贫开发

重点县，国铁集团从 2012 年

起对其进行结对定点帮扶。栾

川县脱贫摘帽后，国铁集团持

续发挥行业优势，助力栾川县

培育壮大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文化体验等新产业、新业

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王坪村所在的栾川县地处

伏牛山腹地，是八百里伏牛山

风景最美的一段。几年前，这

里还是村民们眼中的一片乱石

滩，一些村民守着自己的几亩

地不愿下山。这一切随着帮扶

干部和“铁路”“火车”的到

来发生了巨变。

何海青是国铁集团郑州局

洛阳机务段三西整备车间书

记。在定点帮扶中，他先后转战

栾川县北乡村、王坪村，帮助改

建农家宾馆，指导村集体开展

经营工作，培养本土人才。

刚到北乡村时，何海青走

家串户拉家常，嘘寒问暖摸实

情。真心总能换真情，没多久

他就与村里的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喝汤了没有”“来

家歇歇吧”，村头村尾遇上，村民会热情的打招呼。

为了高质量高标准给北乡村父老乡亲打造一个

“愁有所帮、老有所乐、幼有所托”的公共综合服务

中心，何海青盯项目、催进度。项目施工的关键时期

正好赶上酷暑，他顶着炎炎烈日，在工地一个工序一

个工序地查看。

历经近 300天风风雨雨，北乡村综合服务中心顺

利落成，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还组织了一场

“爱在北乡”文化下乡活动。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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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5日晚，首届学青会闭幕式上，全场高唱本届学青会主题曲《青春遇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世昕 雷 宇 朱娟娟

在湖北省秭归县归州镇政府广场前，“橘

翁”章文才的铜像背对长江，面朝满山柑橘。这

是当地果农自发为华中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华
农”）教授章文才塑造的，承载着靠柑橘过上幸

福日子的百姓对华农人的满满敬意。

章文才的铜像是 2002年端午节揭幕的，1万
余名果农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向铜像鞠躬致

意，表达最真切的缅怀。

科学家把情感植根在祖国大地上，人民也同

样捧出了自己最朴素也最纯真的心。

四代华农人的传承与追求

“秭归是我的第二故乡”，被业界称为“中国

柑橘之父”的章文才常常这样自豪地推荐秭归。

他一生出差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秭归。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章文才先后在英国伦

敦大学学习、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作。抗日战争

爆发后，他毅然回国，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果树学

教授兼农业科学研究部主任。

他一边教书，一边开展科学研究，跑遍四

川，进行柑橘良种选育。1940 年，章文才和同

事建立了中国农民银行江津园艺推广示范场 （四

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真武实验场前身），

栽培优良单株。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的柑橘良种

选育的成果。当时选育的先锋橙和锦橙一度成为

全国各地的主栽品种。

在华农园艺林学学院党委书记张宏荣看来，

章文才身上的“三气”值得传承：不畏土气，不

怕傻气，沉得住气。

果树专业并不受追捧，是和土地打交道的学

科，故要不畏土气；章老经常下基地搞科研，给

果农普及知识，但他往往自己贴路费下乡，所以

说不怕傻气；研究果树是一项漫长的事业，一个

项目研究往往要好几年，得下很大的功夫，所以

要沉得住气。

这“三气”也成为一代代华农人接力扎根秭

归、在祖国大地写青春故事的精神气质。

“在我们这个领域，伟大的科学家首推章文

才。”章文才的“关门弟子”、华农果树学教授蔡礼

鸿说，当年自己填报果树专业的志愿就是冲着章文

才先生去的。

从 1962年第一次到秭归，到 1993 年年过九旬

最后一次登上秭归的大山，30 多年里，章文才每

年都会来到这里，汗水洒遍了西陵峡两岸橘园。

“文革”期间，是大山里的秭归人民为他保住

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在那里，章文才用 3 个月时

间写出了重要的学术著作 《柑橘生产管理与科学

实验》。 （下转2版）

把情感植根在祖国大地上
——华中农大四代科学家秭归接力启示录之三

本报今日推出学青会特刊《青云志》
■ 1.65万名“小青芒”：奔跑在青春的赛道上
■ 学青会上涌现中国体育“未来之星”

怀抱梦想 礼赞青春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闭幕式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