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平

城市和人才最好的关系，是共同成长、
相互成就。

在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市委书记
袁家军指出，重庆将会“以最好平台成就人
才”“以最优生态支持人才”“以最活机制赋

能人才”“以最佳服务关爱人才”。
四个“最”在重庆如何落地？在平台上，

加快打造四大重庆实验室、深入实施“双倍
增”行动计划；在生态上，提升“四链”融合效
能，加快创新资源要素集聚；在机制上，深化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打通人才体制机制
障碍；在服务上，拓展“渝才荟”平台功能，为

各类人才工作生活创造优良条件。
因为这些，90 后博士徐伟毅然选择

奔赴重庆。“我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出
生在山东，求学在北京”，在她眼中，“重
庆是一座充满‘爱’的城市”。充满“爱”，
恰是四个“最”为人才成长营造出的良好
氛围。

充满爱的城市，会真心对待每一位并肩
前行的人，会为每一位人才遮风挡雨、保驾
护航。四个“最”，是重庆对人才的求贤若
渴，也是重庆“栽好梧桐树、静待凤凰来”的
坚定行动。

重庆满满的诚意、务实的举措、良好
的氛围，向更多人才传递出一个信号：选
择重庆就是选择机遇，拥抱重庆就是拥抱
未来。

重庆，欢迎每一位人才携梦前来、共同
生长。

用四个“最”拥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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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黔江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费玉琼 实习生 郑君兴

小雪时节，黔江濯水镇蒲花社区居民钟世峰的现代化大
蚕养殖大棚里，颗颗蚕茧形状饱满，茧衣蓬松且有光泽、茧白
如霜。钟世峰穿梭在蚕房里，一边采摘蚕茧，一边估算着这
一季的“蚕宝宝”能带来多少收益，“今年春夏秋三季蚕茧已
经收入15万元左右，这新增的第四季大概能增加两万元的
收入。”

黔江是国家蚕桑生物产业基地，可蚕茧一般产出于春夏秋
三季，为何钟世峰的蚕房在初冬时节仍在收获蚕茧？据了解，
今年该区在春夏秋三季养蚕的基础上，首次推广了“晚晚秋”
蚕，延长了蚕农的“增收线”。

龙头企业牵引 带动发展蚕桑种植面积9.3万亩
18年前，双河丝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河丝绸”）落户

黔江正阳工业园区，这也是第一家落户黔江的浙江企业。
（下转6版）

黔江今年首次推广“晚晚秋”蚕
蚕桑产业全年综合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11月24日，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圆满闭幕。当天下午，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成
果新闻发布会。

据悉，本次大会历时两天，签约引进了
紧缺优秀人才3925名；签约项目总数253
个、总投资额达到510亿元。

签约引进紧缺优秀人才3925名

“本次大会充分彰显了重庆以一域服务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人才强国战略的责

任担当，呈现了重庆创新创造活力迸发、应
用场景丰富多元的发展态势，展现了重庆渴
求人才、礼敬人才、成就人才的真情实意。”
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阚吉林介绍，大会主
要呈现四个方面的特点和收获。

一是聚焦主题主线，服务了大战略。
大会融入了发展大局，成功举办了“会议、
赛事、引才”等13场主体活动，以及13场
配套专项活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发展，助力打造西部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共商了人才大计，来自49个国家、地区的
216 名重要嘉宾和广大专家人才齐聚山
城，共话人才发展、共筑创新梦想；紧跟了

产业大势，始终盯住产业发展前沿和变革
趋势，让海内外的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
投资人、创业者同台互动，为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聚智汇力。

二是突出向“新”而行，落地了新成果。
大会期间，通过举办引才洽谈会、千名博士
重庆行等专场活动，签约引进了紧缺优秀人
才。其中，数智科技、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
占比达到了84%，引进博士、博士后青年科
技人才219名。大会联动各区县、园区、高
校、院所在“办会”中“办事”，一批人才引领
型项目落地，签约项目总数253个、总投资
额达到510亿元，其中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
目84个，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等

现代制造业重点领域110个、占43.5%。
同时，会上还集中发布了西部陆海新通

道人才发展指数、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
告（2024）等权威智力成果60余项。

三是紧扣开放合作，扩大了朋友圈。大
会期间，集中揭（授）牌国际人才发展平台6
个；广视角凝聚交往交流共识，促成落地教
育部自主无人系统安全与控制国际联合实
验室等人才交流平台22个，发布西部地区
重点产业人才岗位需求1305个。

四是坚持惠才有感，涵养了好生态。比
如，大会展示了人才发展大平台，大会借势
推介重庆市重点打造的金凤实验室、明月湖
实验室等科创平台， （下转4版）

签约引进紧缺优秀人才3925名、签约项目253个

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成果丰硕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大
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
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
上、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组织中心的重
庆，如何创新合作共建机制，凝聚沿线合力，
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对
外开放格局？如何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
为契机，汇聚更多资源要素，提速打造内陆开
放枢纽，助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从今年 8 月起，重庆组织主流媒体就上
述问题展开调研，并于10月下旬和11月中旬
派出两支采访团队，赴新加坡、斯里兰卡、尼
泊尔和老挝四国实地采访。今起，重庆日报、
重庆电视台、西部国际传播中心等分别开设

“‘渝见世界’媒体行”栏目，敬请关注。
（详见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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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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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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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南半球初夏，习近平主席对秘鲁
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开启中秘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更好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八年春华秋
实，结出硕果累累：双边贸易额增长1.6倍，
中国企业对秘鲁投资存量翻了一番，为两国
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路引领，一路前行。习近平主席深刻
阐述中秘关系的“成功之道”：“古老文明的
深厚积淀，赋予中秘两国智慧和胸怀，让我
们能够看清历史前进方向，顺应时代发展潮
流，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尊互信、互学互
鉴，成为不同体量、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
团结合作的典范。”

新的“利马时间”，新的历史起点。
利马卡亚俄空军基地——“习主席，欢

迎您！”身穿民族服装的秘鲁少年向远道而
来的中国贵宾献上火红的玫瑰。“中秘友谊
万岁！”“祝习近平主席访问秘鲁取得圆满成
功！”从机场到驻地，美好的祝福跃动在红色
的横幅上，荡漾在热情的笑容里。

利马市中心武器广场，棕榈婆娑，喷泉
欢涌，72匹骏马昂首阔步，护卫习近平主席
车队前行。 （下转2版）

“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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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见世界”媒体行
10月21日，新加坡

新中药店，店里工作人员
正在太极集团的专柜前
补货。得益于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新加坡在成
为我市农产品出海桥头
堡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医
药企业出海的前哨站。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的示范引领下，渝新两
地累计签约政府和商业
合作项目322个，金额达
257.5亿美元（含外资和
国内投资），带动重庆与
东盟国家贸易进出口总
额持续增长，目前，已初
步形成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带动中国西部地区与
东盟国家区域合作的新
格局。

记者 崔力 摄/
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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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批立项指南让收费更规范
——盘点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新变化

“渝字号”原创精品连接文化传承和内容
创新，刷新多个城市票房纪录——

舞 剧《杜 甫》凭 什 么
吸引30万人走进剧场

【开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