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扛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郑州实践的政协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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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人民
政协成立75周年，郑州市政协携手郑州日报社
推出“我与人民政协75年”征文栏目，以政协委
员、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和政协工作者的
第一视角，讲述鲜活生动的履职故事，见证协商
民主的累累硕果，吹响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

全国科普日郑州市
“1+5+N”系列活动启幕

本报讯（记者 王治 陶然）9月 1日，2024年全国科普
日郑州市“1+5+N”系列活动开幕式在市科技馆举行。
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纪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吕挺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东在现场为部分获奖
单位和个人颁奖并启动郑州市“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

吕挺琳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郑州市坚持把科技创
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坚定走
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华山一条路”，主动融入国家重
大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布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
市、人才强市”战略行动，加快推动省科学院、中原科技
城、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三合一”融合发展，全力争创
国家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大力支持省实验室建设，全面提
速一流大学（科研机构）郑州研究院建设，创新发展已经
成为郑州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最强音，成为新时代郑州
高质量发展、转型发展的强劲动能、鲜明标识。“全国科普
日活动”是国家统一开展的群众性、社会性大型科普活
动，活动期间，将努力为广大市民奉献一场亮点纷呈、精
彩不断的科普盛宴，推动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的良好风尚更加浓厚，以科普工作的优异成绩，为新中国
成立75周年献礼。

据介绍，活动期间我市将以“郑好科普、共创未来”为
主题，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载人航天等前沿科
技和重大成果，陆续开展一个市级主场活动、五项特色活
动、八类联合活动。

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连日
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郑州市委宣讲团分别到经
开区、惠济区、郑东新区、新密市、
荥阳市、中牟县宣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切实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奋勇争先、
担当作为，坚定不移把全面深化改
革推向前进。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郑州市委宣讲团报告会近
日在经开区举行。郑州市委宣讲
团成员、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小
虎作宣讲。李小虎紧扣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主题，结合经开区实
际，围绕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三
次重要讲话，全面准确把握《决定》
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点方向、重大原则、重要举措，以及
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等方面，作
了全面系统的宣讲和阐释。经开
区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将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科
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
面准确理解《决定》提出的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深入研究
谋划思路举措，以绣花功夫绘好改
革“施工图”，以钉钉子精神落实改
革“任务书”。聚焦重大部署、重要
任务、重点工作，以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促进主引擎功能跃升，加快
推动科创要素集聚、活力迸发、产
业壮大、生态领先建设，奋发有为
推动“新经开”建设，奋力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郑州市委宣讲团成员、郑州工
程技术学院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
主任张长江到经开区祥云办事处
王庄村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祥云办事处9个行政村部分
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到会聆听宣
讲。宣讲会深入浅出、条理清晰，
既有理论讲解，又有身边案例分
析，以“拉家常”的方式，把“大道
理”转化为“小故事”，（下转二版）

大河泱泱，汇万流以
浩荡。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亲
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

五年来，郑州牢记嘱托，
在守护母亲河、聚焦生态河、
依托文明河、打造数字河、建
设幸福河上持续发力，谱写
下“只此青绿”的锦绣华章；
五年来，郑州凯歌而行，在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
大治理”上纵深推进，铺展开
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双
向奔赴的生动实践。

本报今起推出【黄澄澄
的黄河水呦红彤彤的心】系
列报道，记录郑州的新时代
黄河故事，展现郑州落实黄
河国家重大战略、黄河保护
发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的各方面成效，敬
请关注。

花园口引黄闸外，浊水激浪，裹挟着浑浑
泥沙，黄澄澄穿堤向南流去，这是黄河水；东风
渠贾鲁河间，碧水微澜，倒映出亭亭岸树，清凌
凌流往城市深处，这也是黄河水。在这浊与清
黄河水之间的区域，就是付广欣每天工作的地

方，而他的工作就是把浊水变为清水。
在黄河边出生，喝黄河水长大，后来又做

了“引黄人”，今年 56岁的付广欣大半辈子都
在与黄河水打交道。从农业灌溉到城市供水
再到生态补水，在 39年的引黄生涯中，他见证

了不同时代里黄河水对这座城市的滋养。

从“小付”到“老付”
付广欣出生在黄河岸边的西黄刘村，这里

属于黄泛区，以前土地盐碱化严重，几乎种不
了庄稼，可谓不毛之地。1955年，花园口引黄
灌区始建，郑州北郊开始了引黄淤灌的历史，
在黄河水的滋养下，盐碱地逐渐变为良田。20
世纪 60年代，花园口灌区开始种植水稻，黄河
水浇灌出的花园口大米后来更是享誉全国。
付广欣打记事起，村里就种水稻。据他回忆，
他小时候经常穿过稻田，沿着东风渠向北走至
花园口泵站，但泵站的大门总是关着，他进不
去，只隐隐听到里面的机器轰鸣声，少年的好
奇心驱使他一直想进去探个究竟。

1985年，不到 17岁的付广欣来到花园口
泵站工作，自此他就成了一名“引黄人”，他也
终于看到黄河水是怎么穿过引黄闸从泵站提
到东风渠。“当时在泵站工作的人中，我的年龄
最小，因此大家都叫我小付。”付广欣说，黄河
含沙量大，引黄闸口经常因泥沙淤积而堵塞，
那时条件艰苦，没有大型机械，清淤主要靠人
力。“小付，下水！”老师傅一声呼叫，年轻的付
广欣就跟着大家一起跳进泥浆水中。他们把
闸口淤泥清挖开，让黄河水顺利流入稻田。今
天，每次给年轻人讲起以前的事，付广欣都会
用四个字来总结“引黄人”的精神，那就是“吃
苦耐劳”。

“花园口引黄灌区还开启了郑州市把黄河
水用作城市供水的历史。”付广欣说，1971年 4
月，花园口引黄入郑工程开始兴建，同年 6月
工程完工，（下转二版）

“激浊扬清”引黄人
本报记者 李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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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泽雅）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主办的“文明交响 数字筑
梦——‘非洲伙伴’媒体行动”8月 31
日在京启动，其子活动“漫步中国·郑
州行”中非媒体联合采访活动 9月 1日
正式在郑开启。来自肯尼亚广播公司、
坦桑尼亚STAR 电视台等东非11家主
流媒体和机构代表16人，走进“天地之
中”登封，参访少林寺、塔林、塔沟武校
等地，观看武术表演、实地体验《禅宗少
林·音乐大典》的魅力。

走进少林寺，少林武僧团的武术
表演令非洲媒体代表忍不住现场“求
教”，跟着武僧扎马步、出拳比画起来；
在塔沟武校，飞针穿玻璃等“绝活”，足
球、冰球训练吸引了非洲媒体的目
光。肯尼亚广播公司的马丁告诉记
者，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河南：“一直对
中国功夫和历史文化很感兴趣，之前
都是从电影和书籍中了解，这次有机
会实地走访，非常激动。”

据了解，“漫步中国·郑州行”中非
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将在郑州开展为期8

天的采访活动。除了领略郑州“天地之
中”“少林功夫”等特色文化，还将深入
郑州郑东新区、经开区、惠济区、管城
区、中牟等地，在中原科技城、龙湖金融
岛、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中铁装备集团、
宇通客车集团等地，寻找郑州高质量发

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密码”；将在黄
河文化公园、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
馆、如意湖、国香茶城、阜民里、只有河
南·戏剧幻城等地感受郑州的深厚文化
底蕴；还将前往丹尼斯大卫城、德化新
街等地感受郑州经济发展的脉搏。

中非媒体联合采访启动

非洲主流媒体和机构代表走进“天地之中”

黄澄澄的黄河水呦红彤彤的心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花园口引黄工程1号沉沙池 本报记者 周甬 摄

来自非洲的媒体工作者在塔沟武校学功夫 本报记者 李新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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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一片拥有丰富资源、深厚
历史、多彩文化的广袤大陆，却曾是

“世界良知的伤疤”。数百年间，西
方殖民者在这里极尽掠夺和欺凌。

如今，新的变革已经来临。曾
经“ 被 遗 忘 的 大 陆 ”“ 失 败 的 大
陆”，日益成为“活力的源泉”“未
来的象征”。

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上，为它

赋能的，陪它奔跑的，助它振兴的，
有这样一位可靠的朋友、真诚的伙
伴、亲密的兄弟。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
大陆，中非早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
出真诚呼吁：“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如飘扬的旗帜，似高擎的火炬，
翻过亚欧大陆的山，拂过乞力马扎
罗的雪，穿过好望角的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汇聚起强大动能，
引领中非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并
肩，阔步前行。 （下转四版）

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
——习近平主席引领中非合作开启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韩梁张代蕾 林晶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50多个中非合作论坛
成员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非盟委员会

主席、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将

于9月 4日至 6日齐聚北京，出席2024年中非合

作论坛峰会。这不仅是中国同非洲的一件盛事，

也是“全球南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件盛事。

“中国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作为

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理

念，加强同非洲国家相互支持和友好合作”。半

年前，甲辰龙年首场外事活动，习近平主席同再

次访华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会谈时指出。

一边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边是发展中
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有着天然的亲

近感。
习近平主席曾说：“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从

小就是在中非友好的热烈气氛中长大的”。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五次踏上非洲大陆，两
次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国内外同非洲国家
领导人频密会晤，通过电话、视频、书信等方式同
非洲各界保持紧密联系，留下一个个动人的中非
友好故事。

“永远做非洲国家的可靠朋友
和真诚伙伴”

2023年 8月 21日夜，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
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开始对南非第四次国事访

问。这也是习近平第十次踏上非洲的土地。
料峭春风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已经在机场

等候。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东道主，拉马

福萨总统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表示，只要习近平

主席来，再忙，都要安排国事访问。这是这次金

砖峰会期间南非安排的唯一一场国事访问。

次日，拉马福萨总统为习近平主席举行隆

重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表示：“10年来，在南

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亲历了中南关系的蓬

勃发展，不仅见证了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

院成立，体验了南非‘中国年’的精彩纷呈，还同
总统先生一道按下了北汽南非工厂生产线的启
动按钮。”

往事历历在目，未来徐徐展开。这次南非

之行，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南要做高度互信的战

略伙伴、共同进步的发展伙伴、相知相亲的友好

伙伴、维护正义的全球伙伴，为两国关系发展指

明方向。

中南关系是中非关系蓬勃发展的缩影。

2013 年 3月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

首次出访就前往非洲，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

念。中非友好的新时代篇章由此起笔。

“哈巴里！哈巴里！”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

会议中心大会议厅发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开

场即用斯瓦希里语问候“大家好”，一下子拉近了
同听众的距离。

“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
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

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

一个‘诚’字”；

“我们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们，你们也

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真诚希望非洲国

家发展得更快一些，非洲人民日子过得更好一

些”……

30分钟的演讲，赢得 30次掌声。真实亲诚

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引领着新时代中非团结合作

一路前行。

从 2013年到 2023年，习近平主席五次到访
非洲，每一次都受到最隆重的欢迎。（下转四版）

习近平同非洲朋友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