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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针对
近日美国商务部以涉俄为由宣布将
部分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
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7日回应
称，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对此坚决
反对。

这位新闻发言人强调，这是美
方在短时间内，再次以所谓涉俄为
由，将中国一些企业列入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美方泛化国家安全，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肆
意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这
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和单边主义霸凌
行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
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
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将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
权益。

商务部回应美将部分
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六部门联合印发
《城市标准化行动方案》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记者 赵文君）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民政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六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城市标准化行动方案》。《方案》提出，我国到 2027年基本建
成城市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

《方案》提出，到2027年，城市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基本建成，在城市
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智慧城市、公共服务、城市治理、应急管理、
绿色低碳、生态环境、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150项以上。

《方案》部署了16项重点任务，聚焦加快建设城市高质量发展标准体
系，明确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智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城
市安全风险应急保障、生态环境等12个领域的标准制修订重点任务。

此外，《方案》还部署了深入开展城市标准化试点建设、城市标准化国
际合作、打造城市标准化经验交流合作平台、探索开展重点领域标准化专
项行动等标准化重点工作。

（上接一版）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
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
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
断裂的产物。”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为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凸显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
想，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铺垫
底色；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施政理
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一脉相承；

“富而后教”的治理经验，为“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提供支撑；

“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的古老
智慧，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相得益彰；

“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的悠久
传统，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成为共识。

认识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便
能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基
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基于自己文
化的独特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
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其显示出日益
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马克思
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
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
和现代转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的鲜明论断，“在实践中
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
真理、检验真理”的明确要求，“让现
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的执着追求……彰显出中华
文明的现代气息和鲜活力量，让中
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
现代的跨越。

曾经，古圣先贤提出的“小康”概
念，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
社会状态，但只是存在于古籍经典中
的美好憧憬。

今天，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
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
社会。千年梦想，今朝梦圆。

曾经，仁人志士书写“修建160万
公里公路、约 16 万公里铁路、3 个世
界级大海港，还有建设三峡大坝”的
现代化设想，但当时国家蒙辱、人民
蒙难、文明蒙尘，蓝图未能化为现实。

今天，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
高峡出平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
齐、稻麦遍地香、神舟遨太空、国防更
坚强，远超当初的设想。

曾经，历代学者洞察“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却无法
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

今天，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在给出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
基础上，又给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
个答案。

历经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
发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80多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党领导人
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100 多年的奋
斗、新中国成立 70多年的持续探索、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多少人
的深长夙愿，无数个历史之问，在今
天有了鲜明答案。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在内的综合发展
进程，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
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
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
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

文明程度提高的物质条件。
新时代的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

发展、怎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一直
在思考、在谋划。

从提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
加”时期，到提出“新常态”；从提出

“新发展理念”，到提出“着力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出“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提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
到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

今天，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
展，物质文明成果不断涌现，厚植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亿万人
民更加昂扬奋发，更加坚定了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信心和底气。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现
代政治文明的鲜明特征。

2019 年 11 月 ，上 海 市 长 宁 区
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参加法律草案意见建议
征询会的中外居民中间，深刻指出

“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
全过程的民主”。谆谆话语，道出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质与
优势。

回顾历史，我们党开创了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
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
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
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有
深刻关联；我们确立了单一制国家
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
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
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
传统。

“ 天 下 同 归 而 殊 途 ，一 致 而 百
虑。”中国没有走西方老路，而是创造
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没有照
搬照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创造了
中国式民主。“实现民主有多种方
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
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
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
政 治 文 明 ，本 身 就 是 不 民 主 的 。”
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深刻。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
主”。今天的中国，民主已经从价值
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
和治理机制，14亿多人民享有前所未
有的权利和尊严。时代潮流，浩浩荡
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和价值
必将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滚滚洪流中
激浊扬清、不断升华。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
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出版的大型
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呼应了
盛世修典、太平纂帙的文化传统；
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文化遗产与居民现代生活
相映成趣；由《千里江山图》演绎出
的舞剧《只此青绿》，以东方美学的
经典色彩铺展出如诗如画的中国山
水气象……传统与现代握手，历史
与当下交融，中华文化的“一池春
水”被激活，呈现出“郁郁乎文哉”
的繁盛气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新时代十年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风骨神韵、革命文化的刚
健激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
兴盛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融为一
体，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了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
力量。

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明确“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增强文化自信”，指出“在新的起点
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
们 在 新 时 代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
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赓续中华文
脉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
力量，提振了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
志气、骨气、底气。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人的全面
发展。

用进步代替落后、用富裕消除贫
困，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道义所在。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促进
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上推出一系
列开创性举措，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解决
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共同富裕是物质的富足，也是精
神的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
求。今天，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古老智
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内化
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
觉行动，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不断彰显，中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
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凝聚起自信自立
自强的精神力量。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也是本质要
求。它来自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精粹，延续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的文明根脉。

“衔空三百里，一色郁青苍。”今
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剑阁
县考察翠云廊，沿古道步行察看千年
古柏长势，详细询问历史上植柏护柏
情况。

翠云廊 300余里的道路两旁，植
有柏树 1.2 万余株，是全世界最大的
人工古柏林。

“翠云廊确实是叹为观止啊！”总
书记十分感慨，“在这里可以得到很
多启示，挖掘出很多意义，对自然要
有敬畏之心。”

“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观，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
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观……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标志
性、创新性、战略性的重大思想观点
中，既蕴藏着古老中华文明的深厚智
慧，又孕育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
代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
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
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
张掠夺的现代化，代表着人类文明进
步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气象
万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深
刻重塑着人类文明发展格局，彰显了
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
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
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
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
视这个世界了”。2021年全国两会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令人感
慨万千。

“平视世界”的自信从何而来？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
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
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阐述了对“文化主体性”的
思考。

——“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
化主体性”；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
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
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
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
的鲜明文化特性”。

不久前，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欢
迎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明大运会
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文
明是多样的，世界是多彩的。”“我们
要以这次大运会为契机，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谱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新篇章。”

正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
的路，秉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让我
们涵养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从
容，“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大气，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坦诚，“与时
俱进、创新发展”的锐气。

同样是一次体育与青春的盛会，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身穿虎
头衣、脚踩虎头鞋，44名来自太行山
深处的孩子登上舞台，用希腊语演唱
奥林匹克会歌。

古老与现代在此融合，民族与世
界在此互鉴，纯净的歌声讲述着开放
包容的中国故事，汇聚起“一起向未
来”的力量。

正是秉持开放包容，我们丰富
了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无论是源
远流长、融会贯通的敦煌，还是海纳
百川、兼容并蓄的成都，都印证了开
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
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只
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
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
各种不同文明。”谱写中华文明当代
华章，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
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
加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

“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
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
应该有这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
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
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
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
作贡献的中国”。

正是坚持守正创新，我们坚持
古 为 今 用 、洋 为 中 用 、辩 证 取 舍 、
推 陈 出 新 ，在 伟 大 的 时 代 孕 育 伟
大 的 故 事 ，让 精 彩 的 中 国 拥 有 精
彩的讲述。

中 国 共 产 党 是 为 中 国 人 民 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
是 为 人 类 谋 进 步 、为 世 界 谋 大 同
的 党 。 新 时 代 的 伟 大 变 革 ，不 仅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 义 ，也 推 动 了 人 类 文 明 的 巨 大
进步。

“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没
有大国博弈的冲动，坚定站在历史正
确一边，坚定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8月 22日，在 2023年金砖国家
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习近平
总书记再一次从文明的维度，阐明了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
定立场。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
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式现代
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
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
明百花园。”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大道如
砥，行者无疆。新时代新征程上，
思想之光照亮中国式现代化前行
之路，真理伟力推动中华文明重焕
荣光。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总书记引领我们谱写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

（上接一版）

以“红”塑“旅”“寒舍”不再寒

节前，记者从郑州驱车一路南下，在暮色时分抵达河南省信
阳市新县田铺大塆——一个坐落于大别山深处、有 400余年历
史的传统村落。

大山阻隔，曾让这里发展缓慢。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在
田铺大塆设立了临时指挥所，大塆后山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战
斗的遗址。近年来，依托当地红色资源和绿色生态，田铺大塆不
搞大拆大建，修旧如旧，发展农家乐、民宿、休闲旅游等业态，走
出了一条文旅农“三位一体”的乡村振兴路。

记者一进村，便见村民们正在修葺入村的石板路，敲敲打打
声不绝于耳，几家民宿店正忙着装修改造。“‘双节’假期马上到
了，得抓紧提升一下村容村貌，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田铺乡田
铺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启俊笑着说。

村内巷子口，一家名为“老家寒舍”的民宿店，灯笼高挂，分
外引人关注。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田铺大塆考察期间，同

“老家寒舍”店主韩光莹一家亲切交谈。韩光莹告诉总书记，他
是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近年来靠乡村旅游实现了增收，还
带动乡亲们发展民宿走上致富路。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指出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
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韩光莹一家把总书记的话记在心头，落在行动上。他的妻
子在民宿店旁新开了一间“老家旺铺”，销售当地土特产和手工
纪念品。而韩光莹也没闲着，带着几名工人忙着改建茶舍。“这
儿准备搭个葡萄架，这儿设计的是个小鱼池，游客坐在这儿品茶
一定很享受。”韩光莹说。

入夜后，围绕田铺大塆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村里召开了
由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参加的“恳谈会”，讨论热烈。“95
后”刘小康率先发言：“假期来玩的人多，难免会有矛盾，有了
矛盾找谁？”这边话音刚落，邻座的农家乐店主韩国庆建议：

“ 游 客 来 了 ，磕 着 碰 着 了 咋 办 ，要 不 要 设 个 便 民 服 务 医 疗
点？”……一旁的韩启俊边听边在本子上记，“建议都很实用，
我们抓紧落实”。

开完会，夜渐深，在村里住宿的游客纷纷睡去，家家户户门
前的红灯笼越发明亮。

次日清晨，韩启俊早早来到记者夜宿的民宿店，要带记者看
一处新“地标”。伴着山间晨雾和鸟鸣，来到半山腰一处平地，

“韩家寨歼灭战纪念碑”静静矗立。“这儿将被打造成红色教育基
地，成为新的旅游打卡地。”韩启俊边说边望向山下的田铺大塆，
眼中满含憧憬。

如今，这里的“寒舍”不再寒，“旺铺”越来越多。据新县田铺乡统计，今年以来，
已有 50万人次到田铺大塆旅游“打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旅游“打卡”人数达
10万余人。

在田铺大塆东南直线距离60多公里，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也在深入发掘
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今年‘十一’前半个多月，我家民宿的9个房间就被提前订
满了。”民宿经营者漆钰说。

假期期间，大湾村内的汪家祖宅也成为热门“打卡地”。这里曾是当年新四军第
4支队兵站，彭康、张劲夫、郑位三、李世农等一批军政干部都曾在汪家祖宅中留下足
迹。如今的汪家祖宅已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和农耕文化展览馆。无数游客在
此驻足观看，重温红色历史。

以“绿”生“金”山河谱新篇

从安徽省六安市古碑收费站下了高速，目之所及，山峦起伏，满眼青翠，青山绿
水间白墙黛瓦的民居依山势错落有致，如一幅诗意山水画舒展开来。车缓慢驶至六
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桂花香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记者敲开村民陈泽平家的房门。“正好是午饭点，一起吃点吧。”陈泽平端着饭
碗，热情地招呼道。

63岁的陈泽平曾吃了不少苦，老伴右手残疾，丧失劳动力，儿子多年前在车祸中
意外离世。对于陈泽平来讲，2016年是一个难忘的年份，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他
搬进了安置点，这一年4月 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沿着山路乘车一个小时，来到大
湾村考察脱贫工作。

无数次回想，总书记对老区群众的关心，陈泽平依然感动。这些年，他牢记嘱
托，勤劳努力，寻找致富门路。在村干部的介绍下，陈泽平成了一名护林员。“总书记
讲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身为大湾人，有义务保护好家门口的绿水青山。”陈
泽平说，这是全村人宝贵的财富。

为保护生态，大湾村建立了乡、村、组三级林长监管体系，联动协作，分工明确，
实现森林资源保护全覆盖。目前全村像陈泽平一样的护林员有21名。

“靠山吃山，我们吃出了新花样。”大湾村村级林长、村党总支书记何家枝告诉记
者，这些年，大湾村坚持管绿、护绿、增绿并重，以绿释放生态红利，用“林长制”实现

“林长治”。
生态好了，村民得实惠。近年来，大湾村驶上绿色发展“高速路”，依托良好的绿

色生态资源，大力发展茶产业和天麻、重楼等林下经济，结合大湾十里漂流、十二檀
古树群等优质林业资源，开发乡村旅游，旧貌换新颜。

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地，群山环绕，层层阻隔。守着“大湾好风景”，如何以“绿”
生“金”，摆脱贫穷落后，大湾村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

平均海拔超 800米的大湾村，烟雾缭绕，雨水充沛，是中国名茶“六安瓜片”的主
产区。近年来，大湾村投资新建集茶叶采摘、体验、加工、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茶厂，
形成茶叶品牌，解决了村民的茶叶销售难题。

“每年谷雨前后，新茶上市前，我们会雇用30多位村民炒制茶叶。”大湾村茶厂负
责人、金寨县蝠牌茶旅有限公司总经理范昌生说，在茶厂带动下，全村茶农平均每户
每年增收2000元以上，吸引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如今，大湾村已发展5000余亩茶园，全村42户发展农家乐、农家小院和民宿，人
均年收入达到17038元，村级集体经济从年收入不足10万元增至207万元。

以“彩”兴“业”多彩田园绘“丰”景

走进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万亩银杏基地、万亩果木基地、油牡丹
产业园……组成一幅“多彩田园”的崭新图景。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发展，铺就产业
振兴“金路子”。

在大悟县彭店乡红寨村，漫山遍野的油茶果日渐成熟，宛如一袭绿装披在山坡
上。“再过半个月油茶果就熟了，到时花果同树，美得很！”见记者到来，红寨村党支部
副书记张贵生笑脸相迎，邀记者一同上山看油茶果。

过了不惑之年的张贵生，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着迷彩夹克，两眼炯炯有神。

“这油茶果，长得多好！”张贵生时走时停，随手翻弄身旁的油茶树。一颗颗油茶果如

石榴般大小，透着红晕，挂满枝头。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光山县考察调研时强调，利用荒山推广油茶种

植，既促进了群众就近就业，带动了群众脱贫致富，又改善了生态环境，一举多得。

大悟县牢记总书记嘱托，把农民组织起来，推广“公司＋农户”模式，建立利益联

动机制，进一步扩大油茶产业规模，让各方共同受益。张贵生指着大山说，这几个山

头几年前流转给了大悟县众鑫林特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油茶 3000多亩，收获季能
带动100多名村民就业增收。

为提高油茶产业附加值，当地大力推进油茶深加工。走进大悟县一家油茶果加
工公司，仓库、预榨车间、精炼车间等厂房林立，一字排开；厂区内部，工作人员正在
打扫晾晒场、烘干房，清理锅炉等场所、设备，为油茶收获季做准备；展厅内，由油茶
果制成的茶油、护肤品、洗护品等产品琳琅满目。

“油茶果全身是宝，一点也不能浪费，即使是油茶果壳也被制成了生物颗粒，用
于燃烧供能。”该公司董事长袁成勇说，目前公司已形成完整的油茶深加工链条，通
过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方式，产品销售遍及全国。

在大悟县三里城镇七岗村，千亩秋霜梨进入丰产期，外地的订单纷至沓来。梨采摘
后，直接运到包装车间，工人们将梨分拣、装筐、包装、发货。三里城镇镇长胡敏介绍，七
岗村秋霜梨产业常年吸纳附近300多人务工，人均务工年收入近万元。目前，秋霜梨已
经成了七岗村一张靓丽的名片，成为三里城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

产业。

在三里城镇望山村连片的稻田内，成群结队的麻鸭“呱呱”齐鸣，尽显田园风

光。“这是‘稻鸭共作’，是一种高效生态种养模式。”大悟县中旺农机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钟修平说，目前，合作社共经营 3000 多亩稻鸭农田，去年综合产值超 1200

万元。

大悟县多种特色产业协同发展，不仅扮靓了乡村，更富了村民口袋，成为大别山

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构成了一幅支撑乡村振兴的“多彩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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