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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外国语实验学校教育
基金会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决议解
散，并于同日成立基金会清算小
组。请基金会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30日内，向本基金会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王岚，联系电
话：0578—2683666，联系地址：浙江
省丽水市莲都区好溪路985号。

丽水市外国语实验学校基金会
2025年 6月 3日

注 销 公 告

丽水市检察学会会员代表大会
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
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
申报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丽水市检察学会
2025年 6月 4日

注 销 公 告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发源于青藏高原，汇百川入

海，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拥有
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
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
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
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

从长江源头到中游、再到下
游，那些以“长江”为名的村庄同饮
一江水，共护母亲河。近日，记者
来到长江上中下游的三个长江村，
聆听这些依江而生、因江而兴的村
落唱响新时代“长江之歌”。

搬，还母亲河一方清净

【坐标：青海省格尔木市长江
源村】夏日阳光下，房屋的红屋顶、
白院墙与一排排高大的杨树相互
映衬。村中小湖湛蓝，游客快活地
露营、戏水，湖畔时尚的咖啡馆里，
人们惬意休息。

这里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长江源村。

在搬到这里前，长江源村的村
民世代居住在平均海拔超 4500米
的唐古拉山，在长江源头过着近乎
与世隔绝的游牧生活。

随着牛羊增多，草原不堪重
负，昔日养活三四百头牦牛的草
场，变得百头都喂不饱。更令人忧
心的是，草场退化直接导致长江源
生态恶化，土地沙化、遍地鼠洞，自
然灾害频发。

“黑乎乎的鼠洞像是打在心
里，看了让人难受。我们不能把这
样的长江源交给子孙后代！”长江
源村村民闹布才仁说。

2004 年，积极响应国家“退牧
还草”政策，唐古拉山 6 个村 128
户、407 名牧民自愿搬迁。作别沱
沱河、翻越昆仑山，走了 400 多公
里后，牧民搬迁至格尔木市郊规划
建设的新村——长江源村，新家园
的名字也连着故乡的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三次赴青海考察，始终高度重视
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
2016年，总书记到长江源村考察时
指出：“保护三江源是党中央确定的
大政策，生态移民是落实这项政策
的重要措施，一定要组织实施好。”

“总书记强调，重中之重是把
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守护好，保

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涵养能
力。这让我们既深感使命崇高，又
深知责任千钧。我们努力从‘源头
人’转为‘护江人’，以对母亲河的
深情和对下游人民的厚谊，确保一
江碧水向东流。”长江源村党支部
书记扎西达娃说。

如今，长江源村的乡亲们，把
沱沱河畔唐古拉山昔日的家，习惯
地称作“老家”“山上”。那里不仅
是萦绕乡愁的地方，更是江源生态
修复的希望之地。

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三江源国家公园陆续建立后，通过
实施生态保护政策，长江源村实现
了生态管护员全覆盖，每家每户都
配备了一名生态管护员，持续守护
着“老家”501万亩禁牧草场。

闹布才仁是一名生态管护员，
每月他都要抽出一周时间回唐古
拉山巡护草场。“距离虽远，但我们
不觉得苦，守护好我们的家乡、大
家的江源，是很幸福的事。”闹布才
仁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精心保护，
这里的水变清了、草长高了，巡护
中碰到野生动物是常事。”

“牧民成为保护长江源的主力，
这不仅让大家吃上了‘生态饭’，也
让村民切实感受到当初选择搬离草
原是值得的。”扎西达娃说。

兴，与母亲河共生共荣

【坐标：湖南省临湘市长江村】
湖南省临湘市江南镇长江村村民
向翠阳系着围裙，在自家农家乐的
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以前靠江
吃江，现在靠花养家，日子比从前
踏实多了！”她满脸笑容地说。

过去，长江村村民的生计离不
开长江：江中捕鱼、洲上圈地种芦
苇、堤边放牧牛羊。“那时大家一门
心思向长江要收成、向江边要便
利，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
让 村 子 的 经 济 发 展 陷 入 恶 性 循
环。”向翠阳回忆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经
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
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
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长江村党
总支书记宋引忠说，长江村正沿着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努力探寻环保
与经济发展共生新路径。

沿江偏杂屋陆续拆除、江心洲
芦苇场逐渐关停、新建的污水处理
系统投入使用，渔民也收起祖传的

渔网，将世代相依的木船永久停泊
在了记忆里。

经过整治的长江岸线重现秀
美，焕然一新的生态画卷徐徐铺
展。望着江畔美景，宋引忠的目光
再次被长江吸引。他敏锐意识到，
村子的发展仍可以“靠江吃江”，只
不过这一次，靠的是绿色生态带来
的旅游发展机遇。

2017 年，一个构想落地：村里
集中流转堤内土地，统一规划、连
片播种了 2000多亩油菜。宋引忠
期待，借助油菜花海的“美丽经济”
带动村庄发展。

次年春天，油菜花竞相怒放，
金灿灿的花海如锦缎般铺展，与碧
波荡漾的清澈江水构成一幅绝美
画卷，大量游客蜂拥而至。

那一年，长江村成功举办了第
一届油菜花节，一个月时间，平均
每天接待游客上万人次。现在，油
菜花已成为长江村的“金色名片”。

宋引忠望着江畔花海与粼粼
波光，感慨万千：“过去总以为‘靠
江吃江’就是向江河索取，现在才
真正懂得，保护好这一江清水、两
岸青绿，才是我们最牢靠、最长久
的‘金饭碗’。”

“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
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双赢”，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在这个村子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如今，这里正在将生态财富源源不
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生态好了，游客来了，乡亲们
的钱包鼓了，村民年均增收 3000
元。”宋引忠说，下一步，村里计划
打造多元旅游业态，让生态旅游的

“花期”从一季开到四季，让青山碧
水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靠山”。

转，护母亲河碧水长流

【坐标：江苏省江阴市长江村】
1962年出生的吴洪兴，原是江苏省
江阴市长江村长江化工厂的生产
厂长。他怎么也没想到，临退休前
还会经历“二次创业”。

2020 年，响应长江大保护战
略，江苏要求关停一批沿江化工
厂，长江化工厂被列入关停名单。
当时，这一化工厂每年可为村庄稳
定创造约 5000万元的利润。

“内心是真不舍得，但长江生
态更重要！”吴洪兴说。

2021年 1月，化工厂关停。为
实现村民和工人再就业，村里开始

进军既环保又健康的食品产业，生
产燕麦片。吴洪兴也从化工厂生
产厂长转为食品厂生产厂长，开启
新的创业路。

“这是我职业生涯的 180度大
拐弯。”吴洪兴说。如今，他已退居
二线，食品厂发展也走上正轨。

吴洪兴个人职业“大拐弯”，是
村庄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

最近 10 余年间，长江村开启
产业攀高逐绿之路。先是从“长江
边”转战“大海边”，在浙江舟山投
资超百亿元，建成占地近 5000亩、
拥有 5 公里海岸线的集拆船、修
船、造船为一体的舟山长宏国际产
业园。目前，这一产业园产值已超
百亿元。

“村庄土地面积有限，环境承
载能力有限，在保护和开发之间如
何平衡，我们选择另辟蹊径，跳出
村庄谋发展。”长江村党委书记李
洪耀说。

与此同时，产业发展从“粗放”
转向“循环”。通过对现有产业链
持续强链、延链、补链，村庄逐步构
建起“废船拆解—废铁冶炼—钢材
轧制—船舶修造—远洋运输”的涉
船全产业循环链。

拆船废钢代替矿石炼钢，减少
高能耗工序，降低污染排放，每利
用 1吨拆解废钢，就意味着可减少
1.6吨二氧化碳排放。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6 年，总书记为长江治理

开出治本良方，提出‘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长江村正是沿着
这一指引，持续推动产业不断增

‘高’变‘绿’。”李洪耀说。
如今的长江村是名副其实的

“幸福村”，经济强、生活富、环境
美，5.1平方公里、818户 3600多人
的村庄产值超千亿元，而向长江排
放的污染物却逐年减少。

2023 年 12 月，长江村主动牵
头组织长江沿岸上百个村庄座谈，
共同倡议“共建生命长江，传承大
河文明，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
丽、和谐、绿色的长江”；2024 年 6
月，长江村与长江流域其他 18 个
村庄代表发起并签署“长江大保护
与乡村振兴”的共识。

“长江是我们的幸福源，守护
‘一江碧水永续东流’，才能让幸福
更长久。”李洪耀说。

新华社记者 陈凯 史卫燕 陈杰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我们的名字叫“长江”
——三个沿江村庄的变迁故事

6月3日，市民在活动现场配套市集参观选购。当日，2025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暨“苏新服务·惠享生活”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苏省南
京市举行。本次活动以“乐享美好服务 共创幸福生活”为主题，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创新增效、提质惠民”原则，聚焦餐饮、住宿、
家政、养老、文娱、旅游、体育、健康等10多个领域，将组织开展160余项服务消费促进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
田晓航）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国家
中医药局不断加强中医医院儿科
设置和专科能力建设，提升儿童疾
病诊疗能力和水平，截至 2023 年
底，全国已有 95.56%的三级公立中
医医院和 72.49%的二级公立中医
医院设置了儿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
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副司长欧阳
波说，国家中医药局一直重视儿童

青少年健康中医药相关工作，支持
建设了一批儿科专业国家中医优
势专科，制定推广了包括感冒、哮
喘等在内的一批中医儿科病证诊
断与疗效评价规范，以及包括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症、小儿咳嗽变
异性哮喘等在内的中医儿科诊疗
指南，推动中医儿科专科能力不断
提升。

“同时，持续加强中医儿科相关
专业人才培养和科研支撑。”欧阳波
说，国家中医药局支持中医儿科领

域名老中医药专家建设传承工作
室；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
现代化”重点专项布局儿童青少年
疾病科研项目；推动优化儿童用药
审评审批，2023年至今已推动 4个
儿童用中药新药获批上市。

此外，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
国家中医药局注重发挥中医药在
儿童青少年健康中的促进作用，支
持 23个地市开展儿童青少年肥胖
中医药干预试点，26个地市和 3个
省份开展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中

医药干预试点，首批 60 个中医适
宜技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试点
取得积极进展。

欧阳波说，下一步，国家中医药
局将持续做好“儿科和精神卫生服
务年”相关工作，印发中医药系统落
实“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方
案重点工作举措；同时加强国家中
医优势专科（儿科）建设，到 2025年
11月底前，实现全国三级公立中医
医院儿科设置全覆盖，二级公立中
医医院80%以上设置儿科。

我国95%以上三级公立中医医院设有儿科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 高
敬）记者 3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
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
中国作协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这份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
生态文化建设，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
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推进生
态文化的研究传承、传播推广和转化
利用，厚植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
力。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意见从加强生态文化研究
传承、强化生态文化传播推广、推动
生态文化转化利用三个方面明确了
生态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加

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和交流、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繁荣生态文艺
创作、打造生态文化阵地、推动生态
文化出海、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
式、促进“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等 10
项具体举措。

意见强调，要加强党对生态文化
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生态环
境、文化和旅游、文联、作协等部门要
加强合作，形成生态文化建设推进落
实机制。同时，要在人才培养、鼓励
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支持生态文化建
设等方面加强保障，组织开展生态文
化建设试点和成效评估工作，征集并
向社会宣传推介生态文化建设典型
案例。

多部门发文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 许
可 袁睿）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3 日表
示，免签“名单”不断变长，彰显了中
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
决心。中方将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不
断扩大免签国家范围。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6
月 1 日起，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
利、秘鲁、乌拉圭等 5 个拉美国家持
普通护照人员的免签政策开始试行；
中方日前宣布“实现对海合会国家免
签‘全覆盖’”，在有关国家也引发了
热烈反响。中方近年来频频推出免
签政策效果怎样？今后是否还会向
更多国家免签？

林剑说，6月 1日起，中国的单方
面免签“朋友圈”首次拓展到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国家，适用单方面免签政

策来华的国家已达 43 个。免签“名
单”不断变长，彰显了中国持续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便利人
员往来措施不断优化，反映出中国致
力于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扎实行
动。

他说，今年一季度，各口岸入境
外国人超 9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
长逾 40%；前 4 个月，中国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 18000 余家，同比增长
12.1%，这些数字都是有力说明。

“今后，我们将持续优化入境政
策，不断扩大免签国家范围，让更多
外国朋友来中国体验更优质的产品
供给、更多元的消费场景和更便利的
服务保障，以更大范围的开放、更深
层次的合作与各国共享繁荣。”林剑
说。

中方将持续优化入境政策
不断扩大免签国家范围

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
会将于 6月 10日至 12日在四川成都
举办。本届大会有何看点？预期取
得哪些成果？国新办 3 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说，本届
大会以“共建创新之路，同促合作发
展——携手构建‘一带一路’科技创
新共同体”为主题，将高举人类命运
共同体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
强交流、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坚强的科
技支撑。

据介绍，大会围绕共建“一带一
路”科技规划政策对接、科技人文交
流、产业创新发展、国际大科学计划、
人工智能等议题，设置重要活动、主
题活动、特色活动、圆桌会议、技术对
接 5 大板块 38 场活动。大会得到了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响应，目
前已邀请到超过 100 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境外嘉宾出席。

签署系列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
文件，启动多个重要领域的“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专项合作计划，发起由
中国科学家牵头的新的国际大科学
计划……陈家昌介绍，大会期间将产
生一批成果，为创新丝绸之路建设注
入更多科技创新动力。

当前，成渝地区正在联手打造中
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四川省副省
长李文清说，本届大会将启动成渝地
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双千”计划
（即“千项合作项目”计划和“千名青
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着力与共建国
家在联合攻关、技术转移、科技人文
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

李文清介绍，“千项合作项目”计
划将与共建国家联合实施一批研发

项目、推进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
“小而美”民生项目、实施一批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项目。“千名青年科学家
交流”计划将建立科技人才联合培养
机制、开展青年人才技术培训、搭建
青年科学家交流平台。

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
标。重庆市副市长马震说，本届大
会将举办科技减贫的目标与实践论
坛，与共建国家分享中国科技减贫
经验，共同探讨科技创新助力精准
减贫的新路径、新模式，促进先进适
用技术加快转化为支持国际减贫的
现实生产力，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近年来，重庆围绕坦桑尼亚、南
非、尼泊尔等共建国家的需求，在技
术转移、成果应用等方面开展了科技
减贫国际合作，为推动区域性减贫作
出了积极贡献。“接下来，我们将以举
办此次论坛为契机，重点从深化协同
创新、突出数字赋能、强化人才引领
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马震说。

陈家昌说，自首届大会举办以
来，我国与共建国家深入实施“一带
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技合作
机制日趋深化，各国人文交流愈发紧
密，创新合作成果日益丰硕。本届大
会将打造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机制
化交流平台，推动共建国家跨领域、
跨地区科技交流和合作，为全球科技
创新合作注入新动能。

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
会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
四川省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共话科技发展
共促创新合作

——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