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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郑
明达）6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卡斯特罗总统是首
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洪都拉斯
总统，你的访问开启了中洪关系新的
历史篇章。今年 3月中国同洪都拉斯
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快速起
步，开局良好，呈现出蓬勃活力和广
阔前景。中洪建交功在当今，利在长
远。中方将坚定不移发展中洪友好关
系，坚定支持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发
展，愿同洪都拉斯做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共同发展的好朋友、好伙伴。我
愿同你一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引领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把两
国合作的美好愿景变为实实在在的
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相
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洪关系一定
会行稳致远，驶向光明未来。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把牢正确方
向，深化政治互信。一个中国原则是
中洪建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首要前
提和政治基础，相信洪方将不折不扣
落到实处。中方坚定支持洪方为维护
国家主权独立、促进发展、改善民生
所作努力，支持洪方自主选择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任何外部势
力干涉洪都拉斯内政，愿同洪方加强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分享消除贫困、
社会治理、惩治腐败等经验，鼓励政
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全方位开展
交流合作。双方要加强战略对接，搭
建两国合作机制的四梁八柱，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统领，促进共同发展。
中方将积极推动洪方特色产品早日
进入中国市场，愿同洪方尽早开启商
谈自由贸易协定进程。双方要促进人
文交流，夯实中洪友好民意基础。中
方愿同洪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维护
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加强

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
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一道，推动中国－拉共体论坛
建设和中拉整体合作。

卡斯特罗表示，同中国建交是洪
都拉斯政府作出的历史性抉择，必将
载入史册。洪方坚定支持并遵守一个
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
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在习近平主席
坚强有力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伟大发
展成就，洪方深感钦佩。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有助于建设一个符合世界人民共同期
盼的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洪方高度
评价并将积极参与。洪方坚信，同中国
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将有助于洪方获
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两国建交两
个多月来合作的快速进展，使洪方对
未来充满信心。洪方期待同中方加强

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电信、能源、科
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洪方愿
积极推动拉共体同中国关系发展。相
信洪中友谊必将经历时间的考验，不
断收获新的成就。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质检、经贸、农
业、科技、文教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
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
都拉斯共和国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卡斯特罗举行欢迎仪式。

卡斯特罗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
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洪
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 21响礼
炮。卡斯特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
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
大厅为卡斯特罗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洪都拉斯总统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2021年 6月 10日，《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
提出“两步走”发展目标：“到2025年，
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
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
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时至 2023年 6月，离“第一步走”
的发展目标时间近半，浙江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
标志性成果，人民群众有哪些体验深
切的幸福感、获得感？

鲜活的答案在基层。从民营企
业火热的车间，从“共富工坊”人们
忙碌的身影，从山村孩子燃起的梦
想，从文化礼堂飘荡的欢笑，从露营
自然感受的惬意，从握手言和带来
的舒畅中，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被
生动诠释。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浙
江广大干部群众正以奋勇争先的创
新活力、务实高效的进取精神，努力
求解共同富裕普遍性难题。

【故事一：山村小学“云机房”】

沿着衢州市柯城区的石梁溪溯
源而上，10余公里后，就能到达白云
山脚下的新华小学下村校区。

小学覆盖了当地坎底村、黄茶
村、派溪头村等山区村落的生源，共
122名学生。过去一年，新华小学换上
了“云机房”。24 台电脑通过联网上
云，系统和软件会及时更新。

新颖的操作界面，让五年级学生
曾子默学习兴致浓厚。他正跟着老师
学习编程，已经会设计知识问答等简
单的人机交互游戏程序。

这所乡村小学与城里的小学共
创了“云课堂”，城乡孩子同上一节
课。有不少名师课堂入驻，如中国科
学院电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吕芳的

“碳中和”课等。
新华小学校长童伟强说：“数字

扩展了孩子们的世界，让山村小学不
再闭塞。”

柯城区是浙江发展相对滞后的
山区 26县之一。2021年以来，浙江围
绕山区 26县高质量发展，制定“一县
一策”工作方案，省内 50个经济强县
落实结对帮扶，形成山海协作的更强
合力。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均衡协调，
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浙江持
续推进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所
得、病有良医、老有康养、住有宜居、
弱有众扶，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

众。在教育领域，浙江先后实施农村
中小学、职业教育提升计划，并通过

“教师轮岗交流”“对口帮扶”和“教育
共同体”等方式，推动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目前，浙江城乡义务教育学
校校际差异系数在 0.27以内，为全国
最低。

【故事二：冲锋衣企业
打开新市场】

走进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犹
如进入冲锋衣的海洋。这里活跃着
300余家冲锋衣企业，冲锋衣产量占
全国总产量的六成。

位于海游街道的一家民营冲锋
衣企业里，20多名工人脚踩缝纫机，
双手上下翻飞，紧张赶制一批冲锋
衣；15公里外的浙江蓝途户外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加工完成
的冲锋衣正在打包装箱。

“这里的冲锋衣产业发展得好，
我凭借勤劳肯干，过上了更好的生
活。”工人郦小琴说。这几年，她跟着
儿子来到县城居住，在家附近找了这
个工作，一年收入有8万元。

对这一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富民
产业，政府下大力气引导培育。近几
年，三门县设立冲锋衣产业综合服务
园，与高校联合开展面料研发、外观
设计，有效提升冲锋衣的技术含量和
品牌价值。

伴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崛起，一批
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成为创业
致富的重要群体。三门冲锋衣也逐渐
凭借品质和性价比冲出重围、打开市
场，去年全县生产冲锋衣 5000 多万
件，年产值达65亿元。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浙江数量众
多的民营企业，成为百姓就业增收、
创业创新的重要渠道。三门县冲锋衣
行业协会会长潘礼太介绍说，当地冲
锋衣产业从业者已有 3万人，90%是
本地劳动力。除了工资收入，一些高
技能人才还可以变“股东”享受分红
激励。

截至2022年底，浙江在册经营主
体达 943 万户。其中，仅 2022 年浙江
净新增经营主体 74.9万户，比上年增
长14.7%。在浙江，民营经济贡献了全
省 67%的生产总值、71.7%的税收、
82.6%的出口、87.5%的就业和 92.5%
的企业数量。

【故事三：“数字羊倌”新营生】

夏日清晨，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
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里，年过五旬的

“数字羊倌”陆国飞坐在湖羊智慧化
管理平台前，查看羊舍动态。

“每栋羊舍里都安装了环境采集
传感器，一旦参数超标，风扇、卷帘、
喷雾除臭系统就会自动启动，让环境
更适宜。”陆国飞说。

这些年，吕山乡依托特色湖羊养
殖产业，建起共享牧场“共富工坊”，
让农户参与湖羊养殖管理、学习养殖
技术，实现村集体和农户共同创收。

陆国飞年轻时从事跑船生意，
多年前一次事故，导致他腿部残疾。
行动不便，又没有什么专业技能，陆
国飞只得赋闲在家。两年前，乡里安
排他到“共富工坊”工作，他还满心
疑惑。

“过去养羊是个体力活，我曾担
心自己无法胜任；但现在发现，养殖
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这让我也有信
心了。”陆国飞说，培训了半个月，他
已经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如今“共富工坊”325 亩的养殖
区，羊的存栏量达到 4.5万头，每年实
现产值6000余万元。像陆国飞这样的
当地 44 户低收入农户，人均年增收

1.6万元以上。
收入，是评判老百姓富裕水平的

最直观依据。“共富工坊”，是浙江助
力低收入群体增收的创新载体。2022
年下半年，浙江多部门印发指导意
见，探索推进党建引领“共富工坊”建
设，提出 3年打造 1万家“共富工坊”，
实现山区26县乡镇全覆盖、乡村振兴
重点帮促村全覆盖。目前，浙江已建
成“共富工坊”7000多家，累计吸纳群
众就业 34 万多人，其中低收入农户
3.7万人，人均月增收约2600元。

着力推进“扩中”“提低”，持续缩
小收入差距，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
重要抓手。2022年，浙江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3.76 万元，连续 38
年居全国省区第 1位，城乡居民收入
倍差缩小至 1.90，是全国倍差最小的
省区。

【故事四：富了“口袋”
富“脑袋”】

一天劳作结束，天色渐暗。嘉兴
市嘉善县天凝镇洪溪村的街巷，响起
这样的对话——“走，打篮球去！”“晚
上一起跳舞！”一场场文体活动，让这
个村人心更齐了。

为了更好地丰富村民的精神生
活，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洪溪村老

支书陈俐勤最先想到“拉起队伍搞活
动”这一招。她召集村里一群平均年
龄 50岁左右的“妈妈群体”组建了一
支舞蹈队，白天干农活、晚上排舞蹈，
她们的演出频频在村里以及更广阔
舞台“亮相”，成为村里打造群众精彩
文化生活的一张“金名片”。

在舞蹈队的带动下，两年来，洪
溪村先后组建 20多支文体队伍。“越
剧演出、歌舞小品，几乎每个礼拜都
会在文化礼堂上演，我们都爱看。”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村民顾禹玉赞
不绝口。

洪溪村还推出农民艺术普及课
堂，通过开设排舞班、越剧班等课程，
用专业的艺术培训把文化的“种子”
播撒进村民们心中。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
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两年来，
浙江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浙江
累计建成5万余家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点）和农村文化礼堂，创新
打造了城市书房、社区文化家园等基
层文化矩阵。丰富的精神文化供给，
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标配”。

【故事五：一顶帐篷撑
起“生态富民”】

“可以在农家小院，开办餐饮、茶
铺、咖啡、烧饼铺”“可以开辟徒步、登
山、飞盘、桨板新业态”……在湖州市
安吉县孝丰镇夏阳村的“小杭坑”营
地，村干部们就发展乡村露营开展

“头脑风暴”，“金点子”不断迸发。
“我们能够放开手脚搞乡村旅

游 ，跟 大 力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密 不 可
分。”夏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鲍鑫说。

前些年，入村的盘山路开通，吸
引游客进村了，但对引入的野营、烧
烤、越野等业态产生大量垃圾等问题
缺乏管理，产业发展效果不理想。

2020年 8月，曾任企业高管的鲍
鑫辞职返乡担任村干部。他上任后第
一件事，就是修复环境。村里光是在
大草坪周边就清理出57车垃圾，还有
近千只啤酒瓶。

环境改善的成效立竿见影。2021
年以来，这里的乡村美景屡屡成为

“打卡点”，一些服装、香水、汽车品牌

商主动找上门来，要租村里的“风
景”拍摄外景广告，高峰时一天租金
几万元。

“这让村民们看到了守护好绿水
青山的价值。”在鲍鑫的带领下，夏阳
村村集体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打造
了“森林”“房车”等 8个特色营地，引
进了一批知名户外露营品牌。

一顶帐篷，富了一个村。如今，村
民可以从土地分租金、家门口挣薪
金、年底分红利，收入方式变得更多
了。2022年，该村累计接待游客约 10
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20年
前的不足15万元增长到175万元。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浙江以“千万工程”为抓手，持
续加大乡村建设领域投入，从“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
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全
域和美”，不断推动资源要素、人口产
业、公共服务向镇村有序集聚，全域
美丽“大花园”基本建成，现代版“富
春山居图”逐步呈现。

【故事六：矛盾纠纷就地“了”】

在杭州市临平区乔司街道的老
百姓口中，流传着一句话：“要说理，
去街道综治中心。”

位于城郊的乔司街道分布着大
量服装企业，流动人口较多，劳资纠
纷和经济纠纷时有发生。为此，街道
综治中心开设了“劳动人事”特色服
务窗口，调解员、律师、法官、街道工
作人员等现场办公，合力推动解决
矛盾。

已从事基层调解工作 29年的杨
金泉，是街道综治中心的“金牌和事
佬”。今年年初，在街道从事服装生产
的李先生与订货方发生纠纷。就在双
方僵持不下时，老杨了解到情况，马
上对他们开展诉前调解，存在争议的
权责关系被迅速厘清。调解后不到 3
小时，李先生顺利收到货款。

“以前，群众遇到矛盾纠纷，常常
‘兜了一大圈、生一肚子气’，有时还不
能得到有效解决；现在，我们把群众请
到街道综治中心来，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解决烦心事。”杨金泉说。

社会治理是共富之基。浙江传承
弘扬“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平安浙
江、法治浙江建设不断深化。去年浙
江群众安全感为99.28%，连续多年居
全国前列。同时，浙江发布省级“平安
指数”，打造了政法一体化办案、大综
合一体化、浙警智治等一批重大应
用，全面提升数字化治理绩效。

（记者邬焕庆 王俊禄 唐 弢
朱 涵 张 璇）

（新华社杭州6月12日电）

——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基层故事

国家大计连着百姓生计

甘肃省嘉峪关市黑山岩画中的一幅众人舞蹈岩画（资料照片）。
嘉峪关黑山岩画展现古代羌族在河西走廊的生活图景，张掖榆木山岩画

最早可追溯到石器时代……甘肃省目前已完成72处岩画文物的高精度数据
采集工作，构建了岩画数字影像数据库。 新华社发（敦煌研究院供图）

甘肃为72处岩画文物构建数字影像数据库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的工作人员在扫描湖羊幼
仔耳朵上的数字芯片（2022年1月6日摄）。 新华社记者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