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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我国氚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

的进一步创新发展，促进人才培养与学术

交流，加快推进我国核工业高质量发展，8

月 27 日，由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等单位指

导，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主

办的第五届氚科学与技术学术会议在嘉

峪关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次学术会议为期 2 天，邀

请了业内知名院士以及 来 自 政 府 部 门 、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涉核企业的 300 余

名代表参加。参会的各界代表以大会特

邀报告、分论坛邀请报告、分论坛普通报

告、海报交流、企业展台等形式，展示我

国氚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成

果 ，探 讨 氚 科 学 与 技 术 的 未 来 发展和研

究方向，共 同 为 该 领 域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出

谋划策。

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瞿定荣表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中核四

0 四 长 期 以 来 从 事 氚 科 学 相 关 研 究 ，积

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经验 ，形 成 了 独 立 完

整的科研体系，取得了一批专有技术成

果 。 今 后 ，中 核 四 0 四 将 秉 持“ 开 放 包

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持续发挥基地承

载平台作用，放大核产业链链长和院所

群体智库优势，聚焦核心领域，推动国内

核领域对话交流、合作研究、资源共享、

集智攻关，共同推动构建我国核科技创

新发展新格局，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努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

积极贡献。

甘肃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

是国内核工业体系较为完备的省份，目前

已形成集科研攻关、生产应用、人才培养

为一体的产学研用体系。我省核产业创

新资源丰富，将进一步立足核工业产业基

础和自身优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把创新优势转化

为产业发展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现代核产业集群。

第五届氚科学与技术学术会议在嘉峪关正式开幕

兰晶霞 徐俊勇

新华社记者

徐瑞青 王子正 许 正

从“西非门户”塞内加尔到东非草原

之上的肯尼亚，从“剑麻和丁香之国”坦桑

尼亚到“千丘之国”卢旺达，中国修建的数

千口“幸福井”，让数百万人吃上“放心水”，

润泽着这片充满希望的非洲大陆。

2015 年 12 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

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和非洲

共同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多年来，中国

在非洲多国展开乡村打井工程，成为落实

“十大合作计划”的重要举措。

小 小“ 幸 福 井 ”，从 一 点 一 滴 做 起 ，

改善着非洲民众的日常生活，为当地生产

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涓涓清水，是流入

非洲人民心中的暖流，也是中非推进务实

合作、携手共同发展的生动写照。

“我们吃上了放心水”

“ 中 国 同 包 括 塞 内 加 尔 在 内 的 广 大

非洲国家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面临共同的发展

任务，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2018年

7 月，在对塞内加尔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塞 内 加 尔《太 阳 报》发 表

署名文章，这样讲述中非情谊。

在 署 名 文 章 中 ，习 近 平 主 席 特 别

提 到，中方提供融资实施的乡村打井工程

将“解决塞内加尔七分之一人口的吃水

用水问题”。

2017年3月，乡村打井工程在塞内加尔

启动，覆盖塞内加尔 14 个大区中的 12 个。

每套供水系统包括水井、水塔、输配水管道及

配水设施，整体日供水量可达 8 万立方米。

工程为当地创造了3000多个就业机会。

“现在自来水基本通到了村里每一户

家庭，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41 岁的

塞内加尔农民马马杜·迪恩告诉记者。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西部，毗邻撒哈拉

沙漠，其中部和东部地区多为半沙漠地带，

旱 季 气 温 高 达 45 摄 氏 度 。 和 偏 远 地 区

很 多村庄一样，迪恩所在的久尔贝勒区

泰内富勒村曾长期面临严重缺水。

“ 过 去 ，我 们 每 天 要 步 行 1.5 公 里 ，

到 邻村的深井取水，有时要从凌晨排队

到午夜，”迪恩回忆道。

2018 年，中方打井项目组到泰内富

勒村开始施工，迪恩参加了施工队。水井

落成后，他又被雇为协调员，负责水井维

护工作。现在，他每天清晨 6 点准时起床，

检查机房设备，定期爬上近 20 米高的水

塔，清理储水池。

“ 这 口‘ 幸 福 井 ’让 我 们 吃 上 了 放 心

水，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从“挖井人”到

“守井人”，迪恩亲眼见证了这口“幸福井”

为 整 个 村 庄 带 来 的 可 喜 变 化 ，他 相 信

“ 塞 中 友 谊 地 久 天 长 ”，中 非 合 作 会“ 为

孩子们带来美好幸福的未来”。

汩 汩 清 水 滋 润 干 涸 的 土 地 ，更 滋 润

人 们 的 心 田 。 塞 内 加 尔 外 国 记 者 协 会

秘书长阿卜杜拉耶·巴说：“我亲自去过那些

村落，看到中国帮助修建的水井极大改善

了当地供水状况，改善了村民的生活，为

塞内加尔民生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

干旱农田的“及时雨”

7 月 22 日，津巴布韦东马绍纳兰省马

胡塞夸镇，伴随机器的巨大轰鸣声和村民

们的欢呼声，地下水喷涌而出。这是中国

援津 300 口水井项目开挖的第一口井。

“有了这口井，我们终于能用上干净

安全的水了！”村民提莎·查恩加激动地

说道，更重要的是，“‘中国井’为农田灌溉

提供了宝贵水源”。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南部非洲

国家再次遭遇严重干旱。被誉为“面包篮子”

的农业大国津巴布韦因此面临严重的粮食

安全挑战。农业和畜牧业是东马绍纳兰省

的经济支柱，但持续干旱让当地农户几乎陷

入绝境。蔬菜种植户塔滕达·钦姆旺达告诉

记者，她每天都需步行很远的距离去取水。

为了应对旱灾，中国决定为受灾严重

的 津 巴 布 韦 中 部 省 以 及 东 部 的 马 尼 卡

兰 省 、马 斯 温 戈 省 、东 马 绍 纳 兰 省 援 建

300 口水井。

打井并不容易。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援

津灾后打井项目现场管理组组长刘广成告

诉记者，持续干旱和降雨量减少，导致地下

水补给严重不足，寻找合适的打井点位非常

耗时，偏远地区本就道路状况差、移动通信

缺失，更加大了施工难度。为了缓解当地民

众用水难这个问题，中国建设者全力以赴。

“这些水井将显著缓解 4个重灾省份的

用水危机，不仅能拯救牲畜、浇灌农田，还将

成为当地灾后重建的坚实基础。”津巴布韦

地方政府和公共工程部长丹尼尔·加鲁韦说，

“中国是津巴布韦坚定不移的朋友。”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周鼎说，过去十

年，中国已为津巴布韦建设1000多口水井，

为 约 40 万 民 众 提 供 了 生 活 和 农 业 灌 溉

用 水，并创造了数千个就业岗位。

津 巴 布 韦 经 济 学 家 保 罗·穆 索 扎 表

示，乡村打井工程不仅满足了生活用水

需求，还为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

保障，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这正体现了

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

真实亲诚为民生

在卢旺达，中国援助的 200 口水井为

民众提供稳定、充足的清洁饮用水，并服务

农 业 灌 溉 ；在 坦 桑 尼 亚 ，姆 万 扎 卫 星 城

供 水项目自 2019 年 11 月投产以来，已为

当地约 15 万居民解决了用水难题，用水

成 本 降 至 原 来 的 五 分 之 一 ；在 肯 尼 亚 ，

卡 瑞 曼 纽 大 坝 供 水 项 目 于 2022 年 投 入

运行，极大缓解了首都内罗毕及周边城镇

近百万人口的用水问题……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一个又一个“放心水”项目，同中非落实

“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和“九项工程”

的诸多措施一样，改变了非洲国家基础

设施面貌和公共服务水平，扎扎实实造福

当地民众的生活。

坦桑尼亚教育、科学与技术部副常务

秘书詹姆斯·姆多埃说，“中国在实施这些

项目时了解非洲国家真实需求，与当地

政府和社区充分沟通，确保项目切实解决

问题。真诚务实的合作方式体现了对非洲

合作伙伴的尊重。”

姆 多 埃 认 为 ，中 国 不 仅 提 供 资 金 和

技术支持，还特别注重培养当地的专业人

才 ，以 确 保 项 目 的 可 持 续 性 ，这 就 不 仅

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还提升了非洲国家

的自主发展能力。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说，中非合作项目

注重当地人民的福祉，超越简单的经济

利 益考量。“这种‘义’先于‘利’的做法，

体 现了中国对非洲的真诚关怀，赢得了

非 洲国家的广泛赞誉，更激发了双方在

更多领域开展合作的意愿。”

莫西说：“真实亲诚理念为中非合作

注入了新活力，中非合作为南南合作树立

了新典范。中非合作的不断深化，不仅

推 动了双方的共同发展，也为世界和平

与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津巴布韦经济学家保罗·穆索扎说，

中非双方信任基础坚实，合作广泛且富有

成效，“中非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样

本，并将继续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

（新华社内罗毕 8月 28日电）

数千“幸福井”润泽非洲大陆

新华社北京8月 28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宣传部等 12 部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

要求以“依法开展国防教育 提升全民国防

素养”为主题，在 9 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

国防教育月”活动。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依法开展国防

教育 提升全民国防素养”为主题，在全

社会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

鲜明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教育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强化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

增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

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凝聚强大力量。

《通知》共作出 7 项活动安排。一是

开展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活动。着眼把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向深入，

通过组织刊发报道评论、刊发宣传阐释文

章、制作专题节目、开展基层宣讲等形式，

做好国防教育法律宣传。二是开展缅怀

纪念活动。充分利用 9 月 3 日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 月 18 日“九一八”

事变发生日、9 月 30 日烈士纪念日和全民

国防教育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举办

庄严感、仪式感强的公祭仪式和撞钟鸣警

仪式。三是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

制作播出“国防公开课”专题节目，鼓励部队

和大中小学校结对共建，开展“青春如火

国防有我”国防教育主题团日和中央企业

“全民国防校园行”活动。在秋季开学、

新生入学期间，精心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军

事训练，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国防意识、

提升国防素养。四是开展“爱我国防”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爱我国防”演讲、主题

作品征集、“老兵永远跟党走”宣讲实践、

“巾帼心向党 共铸强军梦”主题实践、

“国防万映”公益电影展映等活动，推动

国防教育在全社会深入普及。五是开展

先进典型学习宣传活动。广泛开展“最美

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

拥 军 人 物 ”等 先 进 人 物 学 习 宣 传 ，开 展

“情系国防”系列宣传活动。组织宣传一批

国防教育典型案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

法，发挥示范引领效应。六是开展军营

开放活动。协调各地军营开放单位按规

定向社会开放，组织党政机关干部、青少年

学生、民兵、预备役人员等参观军事场馆、

感受军营生活、开展军营体验，充分展示

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七是开展网上宣传

教育活动。组织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

站、各地国防教育网站、“学习强国”学习

平 台 开 设 专 题 网 页 ，主 动 设 置 议 题 和

专 栏，更好汇聚正能量、振奋精气神。

《通知》要求，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

向，强化思想引领、丰富教育内涵，注重

结合实际、突出时代特点，务求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要积极创新方法手段，把握

时 度 效 ，梯 次 推 进 、形 成 声 势 。 要 发 挥

宣 传部 门 牵 头 抓 总 、统 筹 协 调 的 作 用 ，

加 强 军 地协同配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形成做好工作的强大合力。

中宣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4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

新华社记者 李 键

今年是对口援藏工作开展30周年。2021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强调，“更加聚焦群众普遍关注

的民生问题，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

住房等民生实事，一件一件抓落实，让各族群众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民 生 无 小 事 ，枝 叶 总 关 情 。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要在解决百姓生活突出问题

上取得新突破。关注民生要从百姓身边点滴开始，

要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托幼等群众普遍关心的

问题上出真招、见实效。积极扩充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藏力量，着力提升西藏教育水平，加大就业援藏

力度，不断提升西藏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促进

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要在促进共同富裕上取得

新 突 破 。 对 口 支 援 西 藏 是 先 富 帮 后 富 、最 终 实 现

共 同富裕的重大举措。党中央明确要求，援藏资金

80％以上投到县及县以下基层、80％以上投到民生

领域。要继续强化援藏政策、援藏方式的民生导向，

让西藏各族群众从身边的新发展、新生活中，切身

感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厚爱，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

无比优越和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

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上取得新突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

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援藏工作要在

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发力，推出更多丰富多彩

的交流项目和交流活动，创新载体和形式，让对口

援 藏工作奏响民族团结的强音，让人心更加归聚，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

政策。走过 30 年奋斗历程，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使命，对口援藏事业会一茬

接 着一茬、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共同汇聚起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新华社拉萨 8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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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8月28日电 8月

28日，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

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 宣 部 部 长 李 书 磊 出 席 并 发 表

主旨演讲。

与会嘉宾认为，加强网络文

明建设是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

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是建设

文化强国、网络强国的应有之义。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着 眼 建 设

“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

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

任 务 ，为 我 们 在 新 起 点 上 推 进

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提供了根本遵循。

与 会 嘉 宾 表 示 ，要 坚 持 以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

深 入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和 二 十 届

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

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各项工作，

进一步在网络空间唱响主旋律、

弘 扬 正 能 量 ，凝 聚 起 投 身 强 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要牢牢把握网络文明建设的正确

方向，不断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

文化，着力增强网络空间治理效

能，健全网络文明建设工作机制，

推 动 新 时 代 网 络 文 明 建 设 不 断

开创新局面。

本次大会以“弘扬时代精神

共建网络文明”为主题，由中央网

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

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

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

学者和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成都举行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

王立彬）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

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夏

粮 超 过 6000 万 吨 ，处 于 近 年 来

较高水平。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8日

晚间发布数据，截至目前，全国主产

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夏粮超

6000 万吨，同比增加 400 万吨左

右，收购数量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

当前，夏粮旺季收购进展总

体顺利，河南、江苏、安徽、湖北

小麦收购已近尾声，河北、山东、

陕 西 、新 疆 收 购 进 度 7 至 8 成 ；

湖南、江西早籼稻收购基本结束。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进

一步加强市场形势研判，认真抓

好收储政策落实，强化市场监测

预警，持续优化为农服务，确保夏

粮旺季收购圆满收官。

全国夏粮收购超 6000 万吨

8 月 28 日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拍摄的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仪式现场。当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同时

接收首架 C919飞机。这标志着 C919飞机即将开启多用户运营新阶段。 新华社发

国产大飞机 C919 交 付国航和南航

新 华 时 评

新华社昆明8月28日电（记者

王立彬）最新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

产业发展报告显示，立足于时空数

据服务，我国地理信息产业稳步壮

大，新场景新赛道新动能加快释

放，2023年总产值超过8000亿元。

28日在云南昆明举办的2024

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上发布

的 这 一 报 告 显 示 ，2023 年 我 国

地理信息产业增长 4.2％，总产值

达 8111 亿元，近 5 年复合增长率

6.4％，近10年复合增长率12.1％；

从业单位约 22.3 万家，从业人员

超过407.3万人。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

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

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地理信息

产业的时空数据服务潜力不断释

放。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洪在

2024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上

说，将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优化

营商环境，建立健全地理信息数据

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安全监管制度，

支持地理信息与智能网联汽车、平

台经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强化

地理信息新质生产力培育，释放实

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效能。

刘国洪说，将聚力实景三维

中国建设，推动地理信息数据资

源从陆地向海洋、从地面向水下

地下、从二维向三维、从分级分散

向一体化转变；强化公共数据资源

供给，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建立健全数据流通交易制度、公共

数据有偿使用和收益分配机制，

鼓励社会力量依法依规采集、处

理、增值开发利用地理信息数据

资源；加快推动新一代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转型升级，促进北斗

规模应用，推进实景三维时空信息

赋能，支持企业“走出去”。

报告显示，我国时空数据产

业基础不断夯实，时空数字底座

持续筑牢。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在 轨 运 行 的 北 斗 导 航 卫 星 增 至

48 颗，全国建成卫星导航定位基

准 站 约 32000 座 。 北 斗 高 精 度

定位日渐成为车载终端、智能手

机、智能穿戴设备的标配。

高新已经成为我国地理信息

产业的基色。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协会会长李维森说，在 2024 地理

信息产业百强企业中，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占比 92％。在 2024

地理信息产业最具活力中小企业

中 ，国 家 级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占 比

100％。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发布的 100 家“2024 地理信息产

业最具成长性企业”中，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占比 94％。

我国时空数据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