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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24日电 为全面

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

军重要论述，深入推进依法治军战略贯

彻落实，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法委

员会组织编印《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

要论述摘编》（以下简称《摘编》），日前

正式印发全军。

《摘编》内容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的讲话、报

告等重要文稿，分 10 个专题集中反映

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军的新理念新

思想新论断。

中 央 军 委 近 日 发 出 通 知 ，对 学 习

使用《摘编》作出部署，要求各级按照

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把学习习近平

同志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放在学习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体系中深化理解，全面把握

依法治军战略，吃透基本精神、领悟核

心要义、明确实践要求，切实用以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学习

《摘 编》纳 入 党 委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学

习，作为干部理论培训轮训的重要内

容，与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

习、聚焦“铁心向党铸忠诚、同心奋进

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等结合起

来，引导官兵深刻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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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军

委主席负责制。要充分发挥“关键少

数”示范引领作用，特别是高层党委、

高级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加强对部队的教育引导，发动官兵共

同建设法治、厉行法治、维护法治，推

动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

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

局面。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

良学风，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在

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上见到实实

在在的成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

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

化水平，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

治保障。

经中央军委批准

《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摘编》印发全军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记者 韩 梁 陈威华

当地时间 11月 21日清晨，当习近平

主席乘坐的专机迎着朝霞，自巴西首都

巴西利亚腾空而起，2024 年时间最长、

路途最远的一次大国外交行动，写入了

历史。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这是“中拉时间”新的开始。习近平

主席对秘鲁、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同拉

美国家领导人密集互动，中拉关系驶向

了更广阔海域。

这是中国同世界关系历史性变迁

的 又 一 个 新 坐 标 。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 、二 十 国 集 团（G20）领 导 人 第 十 九

次峰会，两个全球瞩目的多边舞台上，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描绘了

公正世界新愿景，也讲述了中国的立

场与行动。

14 日至 16 日，秘鲁利马；17 日至

21 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

这些时光、这些城市，留驻在中国

外交的印记里。而中国，“站在历史正

确的一边”的抉择与作为，也引领着世

界的前行。世界在新的外交故事中，倾

听中国、读懂中国：

那里有“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

福祉为念”的大国情怀；

那里有“为推进世界共同繁荣、开创

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大合力”的大

国担当。

中国故事的世界回响
当 地 时 间 18 日 上 午 里 约

热内卢峰会第一阶段会议

攸 关 世 界 格 局 走 向 也 映 射 世 界

格 局 变 迁 的 G20 峰 会 ，再 一 次 来 到

拉 美 。

里 约 热 内 卢 ，汇 聚 了 代 表 着 全 球

2／3 人口、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85％

和全球贸易额的 80％的世界重要经济

体领导人，汇聚了万千聚光灯。

峰会会址位于一座融汇了历史与

文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一早，人们纷

至沓来，有 G20 成员领导人，有国际和

地区组织负责人，还有些来自主办方邀

请的嘉宾国。

习近平主席几乎是压轴出场。红

旗车驶过瓜纳巴拉湾的滨海大道，驶

过挥舞中巴两国国旗的欢迎人群。抵

达会场时，主持峰会的卢拉总统热情

上前迎接，相识已久的两位领导人亲

切拥抱。

背景板上，峰会主题格外醒目：“构

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

公 正 、可 持 续 ，在 变 乱 交 织 的 时

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

世 界 ，弥 足 珍 贵 。 一 方 面 ，“ 全 球 南

方”渴望更多、更公平的发展机会，这

成为国际上日渐洪亮、不容忽视的声

音；另一方面，旧的格局尚未打破，单

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在力图阻

隔世界。

在“全球南方”所共同面临的发展

挑 战 里 ，饥 饿 与 贫 困 问 题 排 在 前 头 。

G20 轮值主席国巴西也是从这一角度

着眼，作出不同于过去峰会的日程安

排：“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启动仪

式暨第一阶段会议。 （转 3版）

—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站 在 历 史 正 确 的 一 边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杨依军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初夏的利马，一树树黄钟花簇拥绽

放。太平洋的海风轻拂着“花园之都”，

捎来友谊与合作的讯息。

“希望您拨冗出席 2024年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再次

进行国事访问。”一年前，美国旧金山，秘

鲁接棒亚太经合组织 2024年东道主，博

鲁阿尔特总统第一时间向习近平主席

发出诚挚邀请。

邀约穿越四季，情谊跨越山海。当

地时间 11 月 14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乘

坐的专机抵达利马卡亚俄空军基地。

在 机 场 迎 接 的 秘 鲁 部 长 会 议 主 席 阿

德里安森紧握习近平主席的手：“谢谢

习主席！您的到来令我们欢欣鼓舞。”

东方大国的外交足迹，彰显着开拓

与进取、格局与担当，映照着其与日俱

增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2013 年以来第六次赴拉美“走亲

访友”，时隔 8 年再次到访太平洋对岸

的“邻居”。一切是熟悉的，一切又是焕

新的——

从太平洋海岸到安第斯山谷再到

亚马孙河畔，古老斑斓的土地上，“中国

情”更加浓烈，“中国热”愈发澎湃。

潮起东方，气象万千。从中秘关系

到中拉合作，从亚太经济到全球治理，

动荡变革的世界里，中国机遇之于全球

发展的推动力更加强劲，中国方案之于

人类进步事业的引领力更加凸显。

（一）10年·大外交：从利马
出发，中秘友好之船驶向更加
美好的未来

时间有着怎样的力量？在 10 年的

刻度上，它可以改变什么，又可以创造

什么？

10 年前，元首外交引领中拉命运

共同体的大船正式启航；10 年来，中拉

合作走上提质升级的快车道，中拉关系

迈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

时代。

10 年前，心怀民族复兴、世界大同

梦想的东方大国，高高举起新时代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旗帜；10 年来，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中国的朋友

遍天下，世界前所未有地瞩目中国。

朝阳从海平面升起，光芒一缕缕掠

过岸边绿茵，洒落在利马街区的报刊亭

上。14 日出版的《秘鲁人报》以两个版

面刊登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一份份

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这里的人民亲切地称呼中国人为

‘老乡’”“中外考古学界认为，中华文明

和美洲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

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很多人

告诉我，中秘两国人民看到对方就‘望

之可亲’，看到对方的文物就感到‘似曾

相识’”……一句句亲切的话语，唤起一

段段鲜活的记忆，中秘友好的历史之

缘、文明之韵扑面而来。

有血脉相融的情谊，更有敢为人先

的勇气；有文明薪火的传承，更有与时

俱进的开拓。

2013 年北半球早春，新时代中国

外交迎来一波“访华潮”。中秘两国元

首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秘鲁，最早同新中国建交

的拉美国家之一，自此又多了一个身

份：最早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拉美国家之一。 （转 2版）

—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薛砚
通讯员 徐莉娟

“室内温度怎么样？”“家里取暖设

备是否正常运行？”“供暖方面有什么

问题和困难？”兰州市“访民问暖”行动

启动后，七里河区各街道社区干部走

访入户，实地了解居民供暖情况，与居

民面对面交流，对居民反映的供暖问

题进行详细记录，汇总整理，及时反馈

相关部门进行解决。

今年以来，七里河区把开展“访民

问暖”行动作为纵深推进“三抓三促”

行动、推进为民办实事的重要抓手，积

极组织全区党员干部深入排查解决供

暖突出问题，及时响应居民供暖诉求，

用暖心服务提高“民生温度”。

七里河区组建“访民问暖”工作

专班，自上个采暖期结束以来，启动

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四访四问”“四看四查”，集中攻坚解

决辖区单位、供热设施跑冒滴漏、小

区楼院供暖温度不达标、管网破裂等

突出问题，逐一排查，限期整改。将

需要进行管网和供热系统改造的小

区，及时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统

筹安排供热老旧管网改造工作，先后

对电力修造厂东、西小区等老旧小区

加装外围保温层，提前为居民温暖过

冬做好准备。

“原来暖气温度不稳定，现在对全

部管道进行维修后，解决了我们的后

顾之忧。”居民李春华所在的西站街道

三角线社区吉安小区供热管网由于年

久失修逐渐老化，出现了管道破损、水

压表失灵等问题。 （转 4版）

七里河区：做实“温暖工程”让群众幸福“升温”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宋振峰
范海瑞 安 东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赵媛媛 王梓潼

初冬时节，走进天水市清水县黄

门工业园区，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派

热火朝天的开发建设景象。

两 座 大 山 中 间 500 多 亩 的 平 地

上，一座玻璃幕墙外观的现代化办公

大楼正紧锣密鼓地装修，旁边几座高

大的工业厂房已拔地而起。

2 号深加工车间，今年初已投产，

生产的碳化硅产品，目前产值突破亿

元大关；

2 号冶炼车间，准备 12 月中旬点

火投产；

1 号冶炼车间，计划明年春节前

投产；

在建两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明年

再上两条，力争全面投产；

……

这个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项目，

名为复合陶瓷耐材一体化综合循环利

用项目，由山东华贸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

这一项目总投资 24.7 亿元，是清

水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也是

省列重大建设项目。

清水，这个 4 年前才整体脱贫的

传统农业县，为何能引来这么大的工

业项目，如此活力迸发？

在转动的塔吊下，在轰鸣的机器

声中，记者蹲点采访，探寻这一项目带

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一：项目何以引来
——以战略思维招商引资，积极

承 接 东 中 部 产 业 转 移 ，用 心 用 情 ，

“ 跳 起 摘 桃 ”，传 统 农 业 县 照 样 可 以

借梯登高

“这一新材料工业项目的投资，要

比我们曾经投资最多的工业项目高十

倍多！”本职工作就是招商，一路见证

了项目从落地到投产，但清水县招商

引资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燕直到现

在，还觉得有些出乎意料。

她连用了好几个“挑战”，给记者力

证当初她的判断：“县里本身没有太多

资源，项目会选中我们吗？得用那么多

的地，拆迁咋办？我们是个传统农业

县，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大的工业项目，

项目怎么立项，手续如何跑？……”

不仅仅是张燕，记者在清水县采

访的三天里，接触的很多干部群众都

觉得，正在实施的这一工业项目，放在

两三年前简直难以想象。

清水，轩辕故里，古称上邽，因“清

泉四注”而得县名。

虽然人文底蕴深厚，但即使在当

地人看来，清水发展条件并不优越。

论人口和面积，在全省和天水市，清水

都算不上大县。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传统农业县，既

没有雄厚的矿产底子，也没有太多的工

业基础。即便做大农业，底气也不足，

境内山地占到总土地面积的九成。

交通也不便利。去年底，县里才

通高速公路。7 年前，才结束了不通

火车的历史。到现在，也没高铁。

“可以说，是新时代给了清水机遇，

清水也牢牢抓住了。”回想这一项目的

落地，清水县委书记李菊霞感慨万分。

2020 年，与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贫

困县一道，清水宣告脱贫摘帽。

戴 了 多 少 年 的 贫 困 帽 子 终 于 摘

了，但对清水县领导来说，摆在眼前的

一组数据如芒在背——

是 年 ，清 水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为

35.7∶5.3∶59，依然是两头高、中间低。

（转 5版）

—复合陶瓷耐材项目落户清水县启示录

一个农业县的工业“突围”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清水县城（资料图）。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雷金锋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这几天，玛曲县采日玛镇干部贾

班代几乎每天都要接打几十个电话。

记 者 正 采 访 时 ，他 的 手 机 又 响

了，打电话的是乃尔玛贡玛村老人华

尔旦。

“老人因不会操作手机，且家离村

便民服务站较远，无法缴纳医疗保险，

所以打电话求助。”贾班代说。

接到电话后，贾班代立即驱车到

老人家中，帮老人用手机缴纳了医疗

保险。

“村民都有我的电话号码或微信，

有些家里的年轻人外出务工了，留守

家里的老人不方便到镇上、村委会办

事就联系我们，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上

门解决。”贾班代说。

采 日 玛 镇 距 离 玛 曲 县 城 约 127

公 里 ，镇 政 府 将 全 镇 43 个 村 民 小 组

包联到干部职工，专人为各村组提供

点对点、面对面、手把手的上门快速

服务。

这是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以

来，玛曲县坚持以群众需要为重点，切

实帮助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写照。

玛曲县推行全流程帮办代办，打

造“卓玛帮办、扎西代办”特色政务服

务品牌，结合乡镇村组社区工作实际，

让乡镇社区干部职工进村入户为群众

提供服务，把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相

结合落到实处。

尼玛镇尼玛社区认真梳理群众高

频办理事项，制作《便民服务大厅服务

办理事项清单》，张榜公布在便民服务

站醒目处，（转 4版）

玛曲：帮办代办“暖人心”服务百姓“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