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27 日上午在北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李强主持大会，王沪宁宣读表彰决

定，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表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
个人的决定》。352 个模范集体、368 名
模范个人受到表彰。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为受
表彰的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颁奖。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
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受
到表彰的模范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
贺，向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们和关心支

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方面人士表示
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
视民族工作。一百多年来，我们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开创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
助和谐关系的新局面，推动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取得前所
未有的进步，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

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
代化，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
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党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民
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取
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的道路，着眼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
体利益，最大限度把各民族凝聚起来，实
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
民族歧视，确保各族人民真正获得平等
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主人；正确把握维
护国家统一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
系，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
区域因素相结合，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
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
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共同开拓了

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
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
大的民族精神。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各民
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的内生动力；各民族文化相通，是
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
基因；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
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各民族情感相
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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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

□本报记者 张语嫣 通讯员 马国立
“下放货架中，请勿靠近！”9月 25

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首座智能化
仓库——海东区域周转库，AGV 机器
人正将一台配电箱运送到堆垛机的输
送线上，随后由堆垛机输送并整齐放
置在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推荐的货位
上。这是海东区域周转库中各项智能
设备自动、有序工作的场景之一。

海东区域周转库是国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在海东市平安区零碳产业园试
点建设的青海省内首座智能化库房，
由国网海东供电公司负责实施建设。
库房于 2021 年 7 月开始规划投资建
设，2024年 8月正式投运，总占地面积
约14234平方米，主要存储物资品类包
括设备类物资 9 类、装置类物资 7 类、
材料类物资 17 类、线缆类物资 14 类，
共计47类配网物资。

海东区域周转库将现代智慧供应
链平台与仓储管理系统融合贯通，通
过配置AGV自动引导车、自动化堆垛
机、CTU机器人、移动终端等自动化设
备，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利用“物资身份码、容器码、
仓位码”三码关联，实现物资集中存储
和高效配送，确保农配网工程物资集
中入库、集中检测、集中配送，该库房
的应用使得仓库利用率提升4倍以上，
出入库作业效率提高50%。

“货物入库全过程中无须人员操作，
作业完成后，业务单据信息会自动上传
同步到智慧供应链平台。”9月 25日上
午，海东供电公司库房工作人员祁重银
正通过手持终端下达当日入库任务。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通过智慧供
应链平台开发建设 WMS 仓储管理应
用系统，集成了智能仓位推荐、先入先
出存储策略等智能算法，仓储作业人
员通过智慧供应链平台移动端远程操
作即可完成出入库作业。

在自动化堆垛机立体库区域，堆垛
机将一台配电箱从输送线上抬起，眨眼间

已经送到了库房深处的仓位上，整个过程
仅需几秒钟。自动化堆垛机立体库由2
台3T和2台1T堆垛机、输送线、自动化仓
储设备以及1040个仓位组成，主要存储
变压器、变电箱、铁附件等品类物资。

库区共有4个巷道，4台堆垛机可同
时工作，充分满足物资多元化、密集化的
存储需求，也为海东区域未来的物资集
中存储、周转管理预留了发展空间。

CTU料箱立体库设置了四列货架，
配备了四台料箱机器人、辊道输送机和
顶升移栽机。在检测到输送线体上有物
资后，料箱机器人会自动运输到入库口，
接驳物资放置到指定货位，同时还能自
动同步单据信息到智慧供应链平台。

“料箱机器人速度可达 1.5m/s，4
台料箱机器人同时工作，原先人工搬
运需要一周完成的工作，现在仅需半
天就能完成。”祁重银介绍。

海东供电公司物资部主任张红强
介绍，相较于传统人工管理的库房，海
东区域周转库自动化存储库区的空间
利用率提升到了 4 倍以上，大大地提
升了出入库作业效率和管理水平。该
库房采用计算机对货品信息进行准确
无误的信息管理，减少了在存储货物
中可能会出现的差错，工作效率提升
到了 1.5倍以上。同时，入库出库的货
品在运送中实现机动化，搬运工作安
全可靠，减少了货品的破损率，改善了
作业环境，货物可以按照需要存取。

海东区域周转库不仅提升了物资
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也为工作人员提供
了更为便捷高效的工作环境，有效支撑
公司仓储物资精益化管理。此外该仓
库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资
源，为库区生活照明提供清洁、稳定、绿
色能源供应，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青海首座
电力智能化库房平稳运行

“驾照式记分”

守好医保“钱袋子”

□本报记者 李永兰 摄影报道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上，农业、体育、文化、旅游、
商业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海东市依
托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自然禀赋，积极
探索农、体、文、旅、商“五业”融合发展
的新路径，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海东是青海主要的农业区，粮、
油、菜、禽蛋、果品等主要农畜产品产
量占据了全省的“半壁江山”。

正是因为独特的农业资源，海东
市的“五业”融合之路从农业开始破
冰。近年来，海东大力发展观光农业
和体验式农业，让游客在享受田园风
光的同时，也能亲身参与到农业生产
的过程中。这种新型的农业旅游模
式，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也有
效推动了乡村农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

金秋时节，互助土族自治县油嘴
湾生态文化景区游人如织，这个乡村
旅游“明星”景点在国庆长假前就迎来
了客流高峰。景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景区主要依托当地农业优势打造而
成，以农业融入文化旅游，发展乡村旅
游产业，又带火了农产品的销售，可谓
一举多得。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东市共接
待游客953.47万人，同比增长20.07%；
实现旅游收入 23.69 亿元，同比增长
26%。1月至 5月，全市网络零售额实
现 1.33 亿元，同比增长 31.2%，网络购
物 交 易 额 完 成 26.22 亿 ，同 比 增 长
15.4%……

依托农业，联姻旅游、文体、商贸，
使得海东的农业产业悄然走上融合发
展之路。

在“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
赛现场，在海东市首届民族传统射箭
精英赛现场，甚至在化隆回族自治县
查甫藏族乡的洋芋花节上，都出现了
当地特色农产品、非遗、旅游景点推介
的身影，海东“五业”在“联姻”之路上
越走越红火。

今年以来，一场场体育赛事火爆
来袭，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观众在赛场
看到的不仅是角逐的力量，还有那一
场场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盛宴。

近年来，海东市以“体育+”为抓
手，借助体育赛事及体育运动，开发乡
村景、讲好乡村事，培育形成横跨一二
三产业、兼容生产生活生态、融通农体
文旅商的产业体系和产品体系，进一
步提高了全市农业、体育、文旅和商务

融合的综合竞争力，全面推动了海东
乡村振兴步伐不断加快。

海东是河湟文化的发祥地和传承
地，文化类型丰富，在“五业”融合的今
天，“以文会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前来品味海东独具魅力的文化之
美。今年以来，海东市深入挖掘当地
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通过举办各
类文化活动，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乡村艺术节等，有效提升了乡村的文
化品位和吸引力。各县区还提升档
次、丰富内容，多频次举办各类农村商
品交流会、农产品展销会，促进了乡村
产业与体育、文旅、商贸的融合发展。

在海东这片河湟大地上，每个季
节都有不同的景观，等待着人们去观
赏。今年，“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
联赛在海东的成功举办，也为旅游推
介带来了更多机遇，助推全市全域旅
游更好更快发展。

随着“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
联赛在乐都区、互助县、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等地主客场的比赛，各县区的
旅游资源再次火爆出圈。

海东市立足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
办赛理念，以赛事为媒，开展“跟着赛
事游海东”活动，面向游客设计“赛事+
旅游”的 3条精品线路，形成环海东河
湟文化深度体验圈、乡村生态暨沿大
通河旅游线、乡村人文暨沿湟水河旅
游线、黄河文化旅游线等为主的生态
旅游精品线路，吸引游客在享受视觉
盛宴、品尝农家美食、体验田园生活的
同时，有效促进当地农特产品销售，为

“五业”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大型文化活动的加持下，海东
市积极打造文化旅游亮点，构建起以
互助土族故土园、循化撒拉族绿色家
园为代表的民俗体验型，以北龙山、南
门峡、孟达天池为代表的生态观赏型，
以油嘴湾、卓扎滩为代表的城郊度假
型，以喇家遗址、瞿昙寺为代表的历史
探秘型和以班彦村、红光村为代表的
红色文化寻根型“五大生态旅游产品
体系”。

商业和旅游业的结合，则为乡村带
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海东，

“五业”融合“破圈”带来的消费爆发，推
动了全市消费全面升级，以新业态、新
热点、新场景、新模式、新环境激发消费
新动能，使海东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今年以来，海东市商贸系统以“消
费促进年”为主线，健全促消费政策，
完善消费设施，创新消费场景，引导商
贸流通主体创新开展促消费活动，持
续强化消费拉动作用，为群众提供了
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带动全市
商业昌盛、旅游兴旺、体育活跃、文化
多彩、农业繁荣，真正激发了产业活
力，打造了区域品牌，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

借助体育赛事、大型展会等平台，
海东市商务系统多次组织开展“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促消费活动，加快了海

东农特产品出村进城的步伐。同时，
持续开展“青海年·最海东”促消费活
动、电商直播节、农村商品交流会、农
产品展销会等系列主题活动，上半年，
全市重点监测的 28家餐饮、零售企业
实现销售额10554万元；全市网络零售
额实现 1.64 亿元；网络购物交易额完
成32.26亿元。

近年来，海东市加快商圈创新突
围，在聚焦核心商业的同时，加快与传
统文化、民俗风情、人文旅游、“三农”
产业、休闲娱乐、特色餐饮、体育康养
等多种服务业态集成融合发展，发挥
智慧商圈、智慧商店的平台作用，形成
购物、休闲、娱乐、办公等多种功能集
成化、多元化的城市综合体，从单一的
购物场所持续向融合文化、艺术、技术
的特色消费体验场景拓展。

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为乡村提供
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体育
业的融入，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健康水
平，还通过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提升了
乡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文化业的加
入，则让乡村的历史传统和民俗文化
得以传承和发扬；旅游业的发展，吸引
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乡村风情，带动
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商业的繁荣，
则为乡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使居
民收入稳步提升。

“五业”联姻 共赴可期未来
——海东大力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 27日电（记者
宋晨）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9月27
日 18 时 30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
验卫星——实践十九号卫星，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

实践十九号卫星作为我国“十
四五”规划期间的重要新技术试验
卫星，在可重复使用、高微重力保
障、高承载比及再入环境试验服务

等方面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将显
著提升我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水平
和应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为新技
术验证与预研成果的快速转化提供
有力支持。

实践十九号卫星将开展空间育
种试验，搭载海南省、安徽省、农业农
村部选送的相关植物种子，发挥空间
育种“诱变效率高、育种周期短、有益
变异多”等优势，提升我国空间育种
科技水平，加速种质资源创新步伐，

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
可控提供重要支撑。

科研人员将充分利用可重复使
用的实践十九号卫星，开展空间试
验，为国产元器件、原材料等提供在
轨飞行试验验证机会，推动空间新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助力微重力科学、
空间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研究。

此外，实践十九号卫星还搭载了
泰国、巴基斯坦等 5个国家申请搭载
的载荷，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我国成功发射

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