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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四川成都/陕西汉中 7 月
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四川考察
时强调，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
心任务，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
学内涵和本质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
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贯
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深入
推进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领域、
发展质量变革，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四川要进一步从全国大局把
握自身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使命，立足
本地实际，明确发展思路和主攻方向，
锻长板、补短板，努力在提高科技创新
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乡村
振兴、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实现
新突破，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
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

篇章。
7月 25日至27日，习近平在四川

省委书记王晓晖和省长黄强陪同下，
先后来到广元、德阳等地进行调研。

25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广元
市剑阁县考察了翠云廊。这里是古代
关中平原通往四川盆地古蜀道的重
要路段，有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人
工栽植驿道古柏群。习近平听取古
蜀道发展历程、翠云廊整体情况介
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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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指出，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
林，之所以能够延续得这么久、保护
得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实行

“官民相禁剪伐”、“交树交印”等制
度，一直沿袭至今、相习成风，更得益
于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这启示
我们，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
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同时充分调

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成果。临行前，他嘱咐当地负责同
志，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位于德阳市广汉市西北鸭子河南
岸的三星堆遗址，代表了数千年前的
古蜀文明面貌和发展水平，是同时期
长江流域文化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
的都城遗址。26日下午，习近平来到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观“世纪逐梦”、

“巍然王都”、“天地人神”等展陈，了解
三星堆遗址发掘历程和古蜀文明成
果。在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
馆，习近平走进文保修复工作区，仔细
察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流程细节和最
新技术，同现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
习近平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
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
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
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文物保护修
复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
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扬严谨细
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为
功，做出更大成绩。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对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落成使用
表示热烈祝贺，向广大考古工作者表
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27日上午，习近平听取了四川省
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四川各项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四川在推进
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
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精准发力，在
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在筑牢长江
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

习近平指出，以科技创新开辟发
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是大势所趋，也是高质量发展的
迫切要求，必须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

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四川
要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创新人
才集聚的优势和产业体系较为完善、
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在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要完善科
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
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
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习近平强调，四川是我国发展的
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
的地位。要依托制造业的独特优势，
积极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
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
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前瞻部署未来产业，促进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富有
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
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能互补发展。要
强化粮食和战略性矿产资源等生产供
应，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
战略基地。要坚持“川渝一盘棋”，加
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构筑向西开放
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尽
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习近平指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把乡村振兴摆在治蜀兴川的突出
位置，更好扛起粮食、生猪、油料等重
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责任。要抓住种
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加强良种和良田
的配套，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
府粮仓”。要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等方面，聚焦群众反映强
烈、能抓得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
的几件事，集中资源，加快突破，形成
标志性成果。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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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京途中在陕西汉中考察
蔡奇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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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秀岑报道：每年的
五六月正是鱼苗孵化的旺季。不久
前，广东大麟洋海洋生物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麟洋公司”）首批金鲳鱼种
鱼，顺利完成海上保种育种和产卵，共
计产出100千克左右活性鱼卵。

这是该公司探索“海上繁育产卵+
陆地种苗孵化+深海养殖”联动模式
（以下简称“海陆岛联动”模式）迈出的
第一步。该模式通过对万山金鲳鱼的
良种选育、种苗繁育，打造可在广东省
进行推广示范的海陆岛及海水养殖技
术服务系统，对补足珠海上游种业短

板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动效益。

海上繁育
孵化深远海养殖“芯片”

大麟洋公司是一家集水产养殖、
水产品加工与销售、水产种苗生产、
海洋牧场、休闲渔业等业务于一体的
企业，其在桂山蜘洲岛海域上建有大
型半潜式现代化波浪能养殖平台“澎
湖号”、112 口深水养殖网箱、182 口
木制渔排，主要养殖金鲳鱼、石斑鱼
等海水鱼。现已在蜘洲岛建成了初
具规模的海洋生态工程与现代渔业
基地。

“海水鱼苗繁育最关键的就是水
质，万山海域水质优良，氧气、PH值、
盐度等均很适合鱼苗繁育。”大麟洋公
司技术负责人吴俊介绍，大麟洋公司

一直深耕海水鱼苗的繁育、养殖研究
与生产工作，不断探索海水鱼苗人工
繁育技术，目前针对金鲳鱼繁育技术
已较为成熟，现正加紧推进珠海基地
试验。

然而，一粒“鱼卵”仅仅是一条
“鱼”的开端。“海水鱼首先在深海养
殖平台进行保种培育，进入繁殖季节
后，则将种鱼移至孵化基地，抽取海
水进行产卵孵化，最后将大规格苗种
放回近岸深水网箱标粗或平台进行
成鱼养殖。”吴俊告诉记者，一条金鲳
鱼从育苗孵化到成品鱼需要约半年
的时间，最后销售的成品鱼重量大概
是1斤。

在其中的过程，还需要掌握两个
鱼苗产业的核心技术——即亲鱼培
育、孵化鱼苗，从而形成“亲鱼—鱼

卵—鱼苗”完整的产业链。一直以来
珠海海水养殖依赖外市、外省的苗种
供应，种业存在明显的短板。以大麟
洋公司为例，其海水养殖依靠海南公
司的苗种供应，常常在运输途中出现
损耗，以及鱼苗水土不服等问题，使得
鱼苗存活率下降。

今年4月，大麟洋公司利用“澎湖
号”、渔礁型养殖平台及重力式网箱，
开展海鱼亲本培育与繁养的新尝试，
迈出“海陆岛联动”模式的第一步。“目
前，该批鱼卵已经供应至湛江、阳江等
地的种苗培育场作为冬季金鲳鱼苗培
育。”吴俊说。

产学研相结合
建立超3万尾种鱼种质资源库

除海上繁育产卵之外，陆地种苗

孵化攻关也在同步开启。
当前，珠海正在竹洲岛建立种苗

科研基地项目，通过升级调整原有的
基地鱼池，以及水、电系统，优化水产
养殖环境，与海上养殖项目形成“陆海
联动”，提高水产养殖效益。据悉，该
项目预计近期完成修缮工程。

“若是能在珠海建立起孵化基
地，打造海洋水产种业‘海陆岛联动’
发展模式，将有助于填补珠海海洋水
产养殖种苗选育体系的空白，大幅提
升海水鱼苗存活率，实现种业科技自
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为深远海养
殖供应良种良苗。”大麟洋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

鹤洲新区（筹）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鹤洲新区筹备组联合中山
大学南方海洋实验室积极开展种苗培

育，调度产、学、研多维资源，加强与相
关养殖企业合作，开展重点品种培育
联合攻关，加强种业基础性、前沿性研
究，培育适合万山海域环境且附加值
高的特色种苗，建立“政府主导、科研
机构为主、社会企业积极参与”的深远
海种苗培育研究基地。

目前，大麟洋公司“海陆岛联动”
模式将率先在桂山大蜘洲岛开展示
范。大麟洋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未
来公司规划在桂山岛上建立海水鱼亲
本培育和繁殖基地，以万山金鲳鱼、石
斑鱼、黑鮸鱼、章红鱼等为核心的海水
鱼亲本培育与繁殖、开展种质资源收
集、种质资源创制、新品种研发及产业
化应用，构建海上 3万尾种鱼规模以
上的种质资源库，建成后预计每年供
应鱼卵0.5吨，育苗1亿尾。”

珠海开展“海陆岛”联动模式探索

助力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

新华社济南7月29日电 截至目
前，我国已确定五批125个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项目，覆盖所有医疗资源
薄弱省份。同时，全国组建1.5万个各
种形式的医联体，远程医疗覆盖所有
地级市。

记者 29日在 2023 全国深化医改
经验推广会暨中国卫生发展会议上了
解到上述消息。

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
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
镇、村里解决”，是深化医改的一项重
要目标。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
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增加优质医疗资源，分层分级提高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
87.71%的县级医院达到医疗服务能力
基本标准。截至2022年底，全国累计
达到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超过3万家。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表
示，要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
和治理，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
医院改革，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
局，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创新医防
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坚持中西医并

重，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
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不久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
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 2023 年下半年重点工
作任务》，对持续深化医改作出进一步
安排。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一级
巡视员朱洪彪表示，深化医改要立足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结合健康
中国、新时代人口发展、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等国家战略进行统筹谋划和推
进，接下来要把任务一项一项抓实，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已确定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