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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3日下午在中南海
瀛台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他对香港
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
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一年来，李家超行
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担当
作为、务实进取，历史性完成基本法
第 23条立法，集中精力拼经济、谋

发展，推动解决住房、医疗等民生难
题，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提升国
际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了香港稳定
发展的良好态势。中央对李家超行
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
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二十
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
署，强调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

势，香港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机遇。
中央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全力支持行政长官
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
界，锐意改革、奋发有为，积极对接国
家战略，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在创新创造中推动香港由治及
兴，为香港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李强、蔡奇、丁薛祥、石泰峰、
陈文清、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12月 13日电（记者 潘
洁）国家统计局13日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4130亿斤，比上年增
加 221.8 亿斤，增长 1.6％，在连续 9年稳
定在 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迈上
1.4万亿斤新台阶。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魏锋华表
示，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
食安全责任，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工作，全
年粮食再获丰收。

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粮食播
种面积 17.90 亿亩，比上年增加 525.8 万
亩，增长 0.3％，连续 5年保持增长。全国
粮食单产394.7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
增加5.1公斤，增长1.3％。

魏锋华介绍，2024 年全国秋粮播种
面积稳中有增，除局部地区受灾秋粮减
产，大部农区灾情偏轻，秋粮产量增加。
加之种植结构调整，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
加较多，带动秋粮产量增加。全国秋粮产

量 10568.7亿斤，比上年增加 150.3亿斤，
增长1.4％。

从各省份粮食产量数据看，2024 年
全国 31 个省份中，有 26 个粮食增产。
其中，黑龙江受玉米大豆结构调整等因
素带动，粮食增产 42.7 亿斤；新疆调整
粮经作物种植结构，加之气候条件有
利，粮食增产 42.2 亿斤；内蒙古、河北、
河南、吉林、山东等粮食主产区增产均
超过 10亿斤。

习近平听取李家超述职报告
李强蔡奇丁薛祥参加会见

我国粮食年产量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
河南等粮食主产区增产均超10亿斤

““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十周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十周年””系列报道【【一渠碧水万古流一渠碧水万古流】】

系列报道

社论

“南水”北上的路上，如果遇到河流，如
何通过？

提起南水北调中线的穿越河流工程，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举世闻名的穿黄工
程和全长 11.9 公里的沙河渡槽，它们一个
帮“南水”从黄河下面穿过，一个助“南水”
从沙河上方跨过，工程规模大、技术难度
高，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

听多了“南水”和大江大河的故事，今
天我们不妨把目光落到新郑市的一条名叫
双洎河的小河流上，听一听“南水”和这条
美丽小河的故事。

滔滔汉水“握手”悠悠溱洧
双洎河由溱、洧二河交汇而成，源于登

封，至周口扶沟汇入贾鲁河。《诗经·郑风》
有《溱洧》一篇，“溱与洧，方涣涣兮”“溱与
洧，浏其清矣”记录下了 2000 多年前溱洧
河流淌的样子。

如果从溱洧河向西南行走 400 余公
里，又可以看到一条大河波澜广阔。《诗经·
周南》中的《汉广》一篇，在 2000多年前就
记录下了它的宽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对北边的溱洧

河来说，南方的汉江水就是“不可求思”的
“游女”。然而，2000多年前的人们怎么也
不会想到，2000 多年后的一项宏伟工程，
让《诗经》中这两条相距 400多公里的河流
实现了“握手”。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调水
北上，水源主要来自汉江。汉江水沿着
1432公里长的总干渠蜿蜒北上，中途要穿
越大大小小数百条河流，双洎河就是其中
一条。

南水如何穿过河流？南水北调中线新
郑管理处工程科科长张文博介绍，输水线
路穿越河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河
流下方穿过，即倒虹吸、暗渠或隧洞方式；
一种是从河流上方跨过，即渡槽方式，“南
水”过双洎河时，采用的就是渡槽方式。

站在双洎河渡槽边，可以看到“南水”
从明渠通过闸门后流入渡槽，水声哗哗，透
过渡槽，只见清流粼粼、波浪翻翻。渡槽下
方，是静静流淌着的双洎河。

上面汉水滔滔，下面溱洧悠悠。这一
幕，不仅是两条河的“握手”，更仿若历史的
交错。

（下转二版）

我渡“南水”过江河
本报记者 袁帅李宇航 文 周甬 图

何雄与中国牧工商集团董事长
杨青春举行工作会谈

深化更高水平务实合作
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际宾 翟宝宽）12月 13日，市长何雄与
中国牧工商集团董事长杨青春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开
展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共同见证管城区人民政府与中
国牧工商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何雄欢迎杨青春一行来郑深化合作，感谢中国牧工商
集团为郑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他说，近年来，
郑州抢抓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等重大战略机遇，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持续开辟新领域
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着
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取得
新进展、迈上新台阶。中国牧工商集团是现代农牧业大型
中央企业，综合实力雄厚、发展势头强劲，希望抢抓郑州发
展新机遇，持续深化畜牧养殖、生物制药、食品加工等方面
务实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能级，携手实现互
利共赢发展。郑州将一如既往为中国牧工商集团在郑发展
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更加优质服务。

杨青春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并感谢郑州的关心支
持。他表示，郑州区位优势明显、创新生态一流，现代农业
发展潜力巨大，与中国牧工商集团合作空间广阔。集团将
充分发挥服务“三农”国家队作用，不断深化双方战略合作，
以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助力郑州加快打造都市型现代农业
强市。

中国牧工商集团总经理杨君宏、副总经理胡海涛，中牧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寅参加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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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新郑市龙湖镇山西乔村，
数千亩樱桃树已经落叶，显露出粗
壮的枝条，附近村民在树下除草，为
来年的丰收辛勤劳作。

乔丽霞祖上几代在这里土生
土长。改革开放后，她和弟弟外出
经商，凭着勤劳与智慧，生活越来
越好，还有了一些积蓄。“尽己所
能，为村民做点事，希望大伙儿都
富起来。”2013 年，乔丽霞发起成
立新郑市圣丰大樱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过 10 年辛勤努力，现有
职工 6人，专业技术人员 4人，建成
高端大樱桃基地 127 亩，带动周边
1000 多名村民入社，共计种植樱
桃近万亩，龙湖大樱桃已成为远近
闻名的品牌。

新郑市龙湖镇地处新郑城区北
部，与郑州市二七区接壤。“过去湖
泊众多，因此得名龙湖，后来湖泊大
多干枯，显出一道道沟壑。”当地人
介绍，龙湖镇西部有些村庄平地少
又贫瘠，曾经是“男的找不到媳妇，
女的嫁不出去”。

近年来，随着省会城市框架不
断拉大，107 国道、郑新快速通道、

大学南路、紫荆山南路相继打通，
龙湖镇距郑州市区、航空港区仅需
十几分钟车程。镇西的山西乔村与
西泰山村紧邻，西泰山曾是轩辕黄
帝会盟诸侯之地，随着交通环境的
改善，村庄依托文化资源优势，相
继建成千稼集、桃花源等景区，成
为省会郑州市民重要的乡村旅游目
的地。不仅如此，这里种植樱桃的
历史可追溯数百年，乔丽霞家祖上
传下的一处樱桃园，树龄超过 200
年，旁边还有两亩竹林，竹竿足有
碗口粗。

于是，发展樱桃种植、打响樱
桃品牌、发展樱桃深加工、带动文
旅采摘成为合作社的创业思路。
目前合作社已拥有“久久圣丰”商
标 ，2015 年 获 得“ 绿 色 食 品 认
证”。同年，合作社被认定为省级
示范社，2016 年被认定为国家级
示范社。

“合作社核心基地的大樱桃，
是附近最高端的产品，主要销往北
上广深等大城市，每斤出园价 50
元以上，全部批量销售。”乔丽霞
说，为保证樱桃质量，合作社不断

加强技术人才合作，引入国际优质
品种，根据生态学、果树栽培学原
理建园，采取矮化密植增产、优质
壮苗、精确定量施肥、高效节水灌
溉、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多项专业种
植技术。

（下转二版）

本报讯（记者 王红 李居正 实习
生 聂童鑫）“一老一小”，关乎千家万户
的幸福。12月 13日，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河南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完善“一老一小”服务新闻发布会，我
省将“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理念贯穿
到为民服务全过程、各环节，温暖“夕
阳”、托举“朝阳”，让“小家”安、让“大
家”稳。

全链条防治出生缺陷
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是每一个

家庭的期盼。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建立起覆盖全链
条的出生缺陷三级防治体系——一级
预防在婚前，连续 13年实施免费婚前
保健，免费婚检率保持在 77%左右，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15个百分点；二级预
防在产前，连续 8年将“预防出生缺陷
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列为省
重点民生实事，产前血清学筛查由
2016 年 的 22.79% 上 升 至 2023 年 的
72.32%；三级预防在产后，新生儿“两
病 ”、听 力 筛 查 率 分 别 由 2016 年 的
88%、77%上升至 2023 年的 98.44%、
98.18%。

2024 年，我省又将新生儿先天性
心脏病筛查纳入出生缺陷综合防治项
目，实现筛查全覆盖。三级防治体系
均实行免费服务，显著提高了出生人
口素质。

提升母婴危急重症救治能力
近年来，我省聚焦妇幼健康体系建

设，不断健全完善五级妇幼健康保障
网。目前，全省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共
169所，其中三级妇幼保健院 22所、二
级妇幼保健院 108所；全省 273所二级
以上医院、937所乡镇卫生院、18418所
村卫生室达到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标准
化建设要求。全力提升儿童危急重症
救治能力，目前建成省级危重新生儿救
治中心 3家、市级区域母婴安全保障管
理中心5个、县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163家。

按照《河南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我省将
持续提升母婴危急重症救治能力，计划到2025年，实现市、县
级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中心标准化建设全覆盖。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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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双洎河渡槽全貌

新郑市圣丰大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红映碧纱 娇艳似“桃”花
本报记者 张立 文/图

“樱”
丹江水润泽郑汴双城

郑开同城郑州东部原水干管工程通水运行

本报讯（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徐清）12月 13日，记者从郑州
水务集团获悉，经过一个月试运行，郑开同城郑州东部原水干
管工程（一期）各项监测指标持续向好，设备设施运行平稳，正
式通水运行，每年可向郑州输送南水北调原水 0.76 亿立方
米，郑开双城及沿途受益人口超400万人。

郑开同城郑州东部原水干管工程（一期）是国家现代化水
网建设在河南落地生根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稳增长、惠民生、
补短板的郑州市重点民生工程。该工程由郑州水务集团投资
建设运营，主要包括原水管道工程和龙湖增压泵站工程，总投
资 23.97 亿元，管道总长度约 49.24 公里，管径达 3 米至 3.2
米，是省内目前输水管径最大、服务人口最多、顶管距离最长、
施工难度最大的输水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缓解郑州、开封水资源供需矛盾，
改善居民饮水品质，构建郑州市南水北调水源供应链和黄河
水水源保障链的双链格局，为郑州市东南部包括郑东新区、经
开区、航空港区北部、中牟新区在内的各区域强劲发展提供良
好的基础条件，对推动郑州都市圈基础设施同城同网“提速”、
提升郑州城市供水发展韧性具有重大意义。

据悉，随着该工程的正式通水运行，郑州水务集团现有的
11座水厂中 9座水厂可实现双水源保障，其中白庙水厂甚至
可实现南水北调双口门取水及黄河水应急保障三水源供水，
全市南水北调使用最高占比达到 95%，郑州市“水厂互备、东
西互济、南北互补、成网成环”的供水水网体系更加完善，城市
供水安全可靠性大幅提升。

龙湖大樱
桃已成为远近
闻名的品牌

万众一心、砥砺前行，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
成，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
伐！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握大势、谋
篇布局，鼓舞人心、催人奋发。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4年经济
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
统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为扎实做

好明年经济工作、实现“十五五”良
好开局打牢基础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

关键时期，关键一年。一年来，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呈现前高、中低、后扬态势，新
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改革开放持续
深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
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从主要经
济指标运行平稳，到向上向好的积

极因素不断增多，再到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我国经济“稳”的势头有
效延续，“进”的步伐坚定有力，

“好”的因素逐步累积，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我
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振奋，更加
坚定了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开拓
进取、攻坚克难、扎实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

（下转三版）

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