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3月16日出
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 年 11 月
至2025 年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
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
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
能变的。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党和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
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

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
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文章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
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
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
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国有企业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
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是我们党执政
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把国有企业
建设好，把工人阶级作用发挥好，对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文章指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

大、由弱变强，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
策指引下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
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
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关于对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地位和作用的认
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
策，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与时
俱进的。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
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
变，也不会变。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
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
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
的时候给予指导。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

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文章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
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
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
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
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
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要立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坚持持和和落落实实““两两个个毫毫不不动动摇摇””

  □ 本报记者 陈晓婉 胡磊
         孙亚飞

  “山东省里有个河南县（范县），河
南县里有个山东镇（樱桃园镇），山东镇
里有个河南村（金村和张扶村），河南村
里住着山东人……”
  在山东的“西大门”莘县，流传着这
样一首民谣，描绘的正是鲁豫毗邻地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妙景象。
  鲁豫两省同处黄河流域，在落实黄河
重大国家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
去，鲁豫毗邻地区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以
及远离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核
心，群众生活多有不便，经济也欠发达。
  如今，一切都在悄然改变，行政边界不
再是发展边界。鲁豫深化合作的前沿阵地
莘县，正在以“跨界思维”探索着一条推动
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产业链跨区域协作、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的
发展之路。当下，“山东镇”里的河南人吃上
了山东的自来水，河南县城边的山东娃也
迈进了河南学校的大门，执法队伍从各自
为战到“一哨双响”，隔河相望的企业成为

“一区多园”中的发展盟友。

民生突围

把“咕嘟的水”真正烧开

  金堤河，黄河下游重要的一级支流，

也是鲁豫两省的界河。莘县樱桃园镇张青
营村，梁山好汉“菜园子”张青的故里，
就坐落在金堤河畔。
  本不大的村子，被河道拦腰分成南北
两半，“一脚跨两省”。段存岭的家就在
金堤河以南，虽是山东人，他却生活在河
南地界。
  30 年前从河北岸搬到河南岸以来，
老段始终觉得自己是外人，“吃水用电都
不方便。”
  一条界河，究竟能给两岸的生活带来
什么不同？
  “困难的时候没啥差别，连黑面窝窝
都吃不上。”反而是日子渐渐好起来后，
老段觉出了不同——— 河北岸的村民用上了
市政电和自来水，而河南岸却只能靠私人
关系扯电，自己打井喝水。
  莘县位于金堤河南岸的19 个村庄、
6000 余户群众，不同程度面临着用水、
用气以及上学、看病不便的问题。河南
岸的村民们心里明白，山东的水、电过
河难，隔壁的范县又操不着“山东村”
的心：“说不失落、不羡慕，那是假
的。”
  由于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省际毗邻地
区容易出现客客气气但互不买账的情况。
“河两岸的乡镇、县一直在谈协调、谈合
作，但就像一锅灶台上的水，一直在咕
嘟，始终没烧开。”聊城市人大代表、樱
桃园镇谷疃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瑞杰一直在
基层任职，他发现，民生断点问题在河两
岸尤为突出。
  转机始于两地人大代表的“跨界行
动”。去年，聊城市人大常委会与濮阳市

人大常委会深化区域合作，共同启动实
施跨省人大代表联络共建行动。很快，8
处鲁豫毗邻地区人大代表交流联络平台
就在莘县及河南范县、濮阳县的乡镇扎
了根。
  “联络平台每周三安排两名人大代表
进站接待群众、收集意见，县级人大常委
会定期调度、转办交办，并监督落实。”
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顾磊介绍。
  借助鲁豫毗邻地区人大代表交流联络
平台，李瑞杰提出了“金堤河南岸莘县老
百姓就近使用范县供应的自来水、天然气
和宽带”的建议。经两县研究磋商、积极
协调，莘县4 个镇2 万多名群众用上了范
县水电，并实现了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和医
保跨省缴费报销。
  如今，当老段拧开炉灶，蓝色的火苗
跃动，他真真切切感受到，南岸北岸“两
片天”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产业共舞

把发展“洼地”建成合作“高地”

  “各扫门前雪”的固有思维在民生领
域破冰后，金堤河两岸主动打破行政区划
壁垒，开拓发展空间。
  古云镇是莘县最靠南的乡镇，几乎被
河南包围，镇党委书记吴文国在思考自身
的发展路径时，已经习惯了将河南范县、
濮阳县的产业布局考虑在内。濮阳是中原
油田所在地，带动起鲁豫边界多个化工产
业园区；莘县盐矿资源丰富，也带动起一
大批盐化工企业。两地企业往来密切，互
有投资。在古云镇附近，已初步形成化工

产业集群。
  坐落在古云镇的莘县华祥盐化有限公
司是盐化工产业链上游企业，其生产的氯
气、氢气、烧碱等是基础工业原料，广泛
应用在造纸、印染、医药、建材等众多行
业领域。该公司总经理魏禄聚粗略数了
数：“光范县王楼镇濮王化工产业园里，
就有 8 家企业的基础原料是我们提供
的。”
  尽管企业间一直有合作，但由于省际
边界的存在，企业还是在不经意间被划归
为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而诱发人才、资
金、项目等的争夺。
  随着要素资源从边缘地区向大都市集
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家意识到：“再
相互消耗下去，只能两败俱伤。”
  “我们和河南的王楼镇、柳屯镇多
次探讨，建立了三镇化工领域人才共享
合作机制。”吴文国说，新机制下，三
地党委政府监督，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
招引的人才在企业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共
同使用，让有限的人才最大限度发挥
价值。
  在企业层面，政府搭台组织了跨省的
企业家联谊站，华祥盐化通过这个联谊
站，与可利威化工有限公司等4家濮王化
工产业园内的企业签订液氯、烧碱长期采
购协议，年增收6500万元。
  目前，莘县、范县、濮阳县正依托莘
县古云化工产业园、范县濮王化工产业园
和濮阳县户部寨化工园区，按照“一区多
园”合作模式，探索打造鲁豫省际高端化
工产业合作区，推动产业链原料互供、资
源共享、产业共促。   （下转第二版）

行政边界不再是发展边界，鲁豫携手打造省际毗邻地区合作发展新样板

界界河河两两岸岸，，从从““好好邻邻居居””到到““一一家家亲亲””

  □记 者 从春龙
   通讯员 王 滢 姜乾 报道
  本报烟台 3 月 15 日讯 今天，
烟台黄渤海新区企业壹通无人机系统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大型无人运输机
TP100 0 在青岛莱西机场成功首飞
（右图），标志着我国在高端无人航
空装备领域实现又一重大突破。
  TP1000 是国内首款按照适航标
准研制的载重1吨级、具备空投功能
的大型无人运输机，起飞重量 3 . 3
吨，载重 1000 公斤，满载航程 1000
公里，货舱容积7立方米。
  “截至目前，TP1000 已获得来
自中通快递、江苏亚捷等企业的 30
架订单。”壹通无人机公司负责人金
舸介绍，TP1000 适航取证构型将于
年底前投入试飞，预计 2026 年取得
中国民航大型货运无人机型号许可。
  当前，烟台黄渤海新区已集聚起
一批特色企业和科研院所，基本构筑
起集无人机整机制造、关键零部件配
套、陆海空应用于一体的低空经济全
产业生态。

山东造！国内首款载重1吨级大型无人运输机首飞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侯晓晴

  3 月15 日，位于巨野化工产业园的山东禾昱润丰
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公司负
责人郝芳雷说：“要不是政府帮忙解决原材料问题，
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投资15 亿元的新材料项目生产研发酸酐固
化剂，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固化剂供应商之一，
为风电、高铁、轮船等产业提供优质原材料。今年复
工复产前夕，郝芳雷忧心忡忡，生产高性能固化剂的
关键原材料甲醇，因上游供应企业突然停产，陷入了
严重的供应危机。
  “当时公司仓库里的甲醇储备量仅剩下 2000
吨，而日常生产每天就要消耗500 吨，根本无法支撑
企业及时复工。”郝芳雷说。
  巨野县复工复产专项工作组在得知山东禾昱润丰
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困难后，组建由工信、应急管理、
园区管委会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到巨野化工
产业园走访调研。
  经走访，专项小组了解到产业园内有两家生产甲
醇的化工企业，但只有山东恒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有
多余的甲醇储备。专项小组积极组织山东禾昱润丰新
材料有限公司与山东恒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沟通
协商。
  专项小组的工作人员多次往返于两家企业之间，
经过20 余次现场磋商，上百个协调电话，从供应数
量到价格，从运输方式到交付时间，一一落实。最
终，山东恒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同意先为山东禾昱润
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供应5000 吨甲醇，并且承诺以后
定时为其提供甲醇。
  “园区有我们所需要的甲醇，还有纯苯、环氧丙
烷，这些消耗量比较大的主要原材料可以实现就近提
供，其中一部分还实现了邻墙供应，光运输成本每年
就能节省800 万元。”山东禾昱润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山东禾昱润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正常复产，
园区内企业实现共赢，项目的副产品蒸汽还支撑起园区多家企业的用
热需求，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春节后，巨野县成立复工复产专项工作组，建立“领导包抓+专
班服务”工作机制，为企业发展创造更优环境。当前，全县200 多家
重点企业“火力全开”，铆足干劲冲刺首季“开门红”。巨野县委副
书记、县长楚德勤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高效
服务项目，集中力量破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和
堵点问题。”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3 月15 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近期我省
多冷空气活动，北风为主，风力较大，气温明显下降，大部地区最低
气温-2℃左右；部分地区伴随分散性小雨雪，其中，17 日潍坊北部
和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雪，18日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雪。
  详细预报来看，15 日夜间到16 日白天，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天
气阴局部有小雨雪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西
北、鲁中和半岛内陆地区-2℃左右，其他地区0℃左右。最高气温：
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6℃左右，其他地区9℃左右。
  16 日夜间到17 日白天，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
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3℃左
右，其他地区0℃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9℃左
右，其他地区14℃左右。
  17 日夜间到18 日白天，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雪转多云，
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左右，其他地区-1℃
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 6 ℃左右，其他地区 11 ℃
左右。
  气象部门提醒，由于近期冷空气频繁，气温多起伏，昼夜温差较
大，公众可适当“春捂”，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注意保暖。

近期冷空气持续影响山东
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雪

  □记者 李丽 通讯员 苏建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卫生健康系统“院士大讲堂”暨“规
范诊疗提升年”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山东省“规范诊疗提升年”活动
方案正式发布。“规范诊疗提升年”活动围绕强化规范诊疗意识、提
升规范诊疗能力、加强规范诊疗监管3项重点任务，提出完善规范诊
疗管理体系、完善规范诊疗管理制度等5个方面15条具体措施。
  我省明确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规范诊疗行为、保障医疗质量
工作中的主体责任，推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严格执行国家诊疗指
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行业标准、合理用药指导原则、临床路径
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制度等，建立健全诊疗规范落实情况的动态监
测和信息化监管机制，实现诊疗行为全程可追溯、质量安全实时可
监控。
  方案提出，进一步完善规范诊疗管理体系。持续推进“织网”行
动。完善省、市、县三级质控网络，年底前省级质控中心达到60 个
以上。完善质控中心动态管理机制，推行“揭榜挂帅”遴选模式，激
发质控中心创新活力。健全院科两级医疗质量管理体系，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规范设立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
  省卫生健康委根据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要求，研究制定《进
一步规范诊疗行为提升医疗质量十条措施》及工作配档表。重点推
动日间医疗服务、多学科协作诊疗（ MDT ）、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重点技术管理等规范诊疗措施落实。此外，我省要求各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完善医疗质量检查、病例质量评价、医疗质量安全事
件信息报告三个管理闭环，形成“检查—评价—整改—提升”的完
整管理链条。

山东启动

“规范诊疗提升年”活动
年底前省级质控中心达到6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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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票频现

实名制为何难挡“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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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17 省份146 个统筹区

实现医保个账跨省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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