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6 月 29 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给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
全体村民回信，对他们提出殷切期望。回
信全文如下。
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
村民：
　　看到来信，想起 4 年前的嘎拉村之

行，漂亮整洁的村庄、热情淳朴的村民，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得知这几年村里又有
新变化，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为你们
高兴。
　　大家在信里说得好，看着北斗星走不
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希望你们在
党的兴边富民好政策引领下，切实维护好
民族团结，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把

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
村”品牌擦得更亮，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
国边疆贡献力量。

　　          习近平
　　        2025年6月27日

　　2021 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
察时曾到嘎拉村看望慰问村民群众。嘎拉

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该村近年来在发展乡村旅
游、壮大集体经济、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
取得了新的成绩，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等荣誉。今年是西藏自治区
成立60 周年，嘎拉村全体村民近日给习近
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发展变化情况，表
达感恩奋进、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决心。

  “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
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
　　成立104 年，执政75 年，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创造了彪
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书写了气壮山河的恢
宏史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
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一个拥有
9900 多万名党员、 51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
的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强有力地
领导着一个拥有14 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
意气风发、昂首阔步向前进。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2025 年初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赴河
南考察，走进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台上，有以毫米计的精细件，也有
应用于风力发电机的大块头；生产线上，
智能机械臂正精细作业，各项参数实时
显示。
　　忆起“过去的洋火、洋皂、洋铁等靠买进
来”，进而谈到“今天我们成为工业门类最齐
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习近平总书记
抚今追昔，感慨地说：“这条路走对了。”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条自
力更生、开拓创新之路，正是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走出的康庄大道。
　　回望历史的跨越、时代的变迁，一个
结论无比清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
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开辟从
“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
时代”的壮阔征程。
　　大者思远，能者任钜。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
命运所系。”
　　胸怀大志向，以至高的理想、至坚的
信仰引领民族复兴的正确航向———
　　17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鲜明指
出，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就是要建立一
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
自由的理想社会。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
之日起就胸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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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交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二十四批）
  □记者 张文婷 报道
  本报济南6 月29 日讯 截至今天，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交办我省的第二十四批233 件信访件，已办结105 件，阶段性办结
98件，未办结30件。其中，责令整改34家，立案处罚
1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
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四批）详情扫描二维码
查阅。

  □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魏 康

  盛夏时节，雀巢莱西工厂的烘焙车间
氤氲着浓郁的咖啡香气。成立于1866 年
的雀巢集团，总部位于瑞士，是全球最大
的食品饮料集团之一，也是最早进入中国
市场的外资企业之一。
  莱西，这个青岛“后花园”，承载着
雀巢集团在亚洲的多个“唯一”：大中华
区唯一的液体乳制品工厂、唯一的速溶咖
啡工厂，更是亚洲、非洲、大洋洲唯一具
备嘉宝品牌湿产品产能的基地。这里不产
一粒咖啡豆，当地人也没有饮用咖啡的传
统，却源源不断生产着供应全国市场的雀
巢速溶咖啡。
  从 1994 年第一铲土奠基至今，30 多
年来，雀巢在莱西持续加码，这个青岛的
“后花园”，早已超越了一座工厂的范

畴——— 设立了咖啡厂、产品创新中心、即
饮咖啡管理委托中心、嘉宝果泥生产
线……今年2月，雀巢1 . 8g 咖啡小条包生
产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1亿元，主要从
事小包装速溶咖啡生产、销售，计划今年
10月竣工投产。
  你或许好奇，为什么是莱西？
  1994 年，当雀巢在莱西建立首家乳品
厂时，谁也没想到这片土地将与咖啡结
缘。来考察的雀巢高层发现：山东半岛与
咖啡原产地埃塞俄比亚同处北纬36 度，
年均超 2500 小时的日照与温带气候，竟
与咖啡树原生环境惊人相似。这让莱西在
乳业基地之外，意外获得了咖啡产业的入
场券。
  但真正让咖啡生产线落地，靠的是莱
西日渐成熟的奶源优势——— 咖啡伴侣需要
鲜奶，在莱西，能实现咖啡与奶的无缝协
同。 2 0 0 0 年，雀巢规划亚洲咖啡产能
时，莱西凭借三年内从日供奶0 . 5 吨跃升
至 80 吨的奶源基础，以及青岛港的物流
优势，击败多个沿海竞争对手。
  “当年，雀巢的技术员手把手教我们
建牛舍、选牛种、控制饲料配比，还从外
地请来兽医培训我们。”养牛大户刘长顺

的账本上，清楚地记录着产业链带来的改
变：2005 年交售鲜奶年收入7万元，2015
年已升至25万元。
  以雀巢为龙头，莱西市实行“公司+
养殖小区+养殖大户”的组织模式，并推
行“融资租赁+履约担保”模式，解决了
大型牧场购置奶牛的资金缺口，带动莱西
280 余户养殖大户饲养奶牛7 . 47 万头，牛
奶年生产能力20 万吨，使莱西成为山东
存栏奶牛数量最多的市（县）和全国重要
的奶源生产基地。
  在雀巢咖啡工厂的无尘车间，从云南
甚至海外运来的咖啡豆，与本地鲜奶制成
的奶粉，在智能化生产线上相遇。这条每
小时处理1 . 2 吨原料的生产线，蕴藏着莱
西咖啡产业的发展“密码”，也折射出跨
国企业与县域经济的相互成就。
  据了解，咖啡原料最初 90% 依靠进
口，如今云南豆占比已提升至20%，奶粉
实现本地供应，包装材料由青岛本土企业
提供。这种扎根式的产业生态，使莱西工
厂成为雀巢全球体系中为数不多同时生产
咖啡与奶制品的基地。
  针对雀巢这样的重点外资项目，莱西
市组建了由市领导牵头的重点外资项目

“链长制”和“雀巢项目服务专班”。该
专班为超高温灭菌奶等项目在用地、环
评、能源供应等方面，提供“管家式”
服务。
  历经 30 年成长与发展，雀巢在莱西
已建成液体乳制品和速溶咖啡两个工厂，
一个即饮产品创新中心，一个即饮咖啡管
理委托加工部，并形成集食品研发、加
工、包装、储存、运输于一体的完整产业
链。据介绍，雀巢莱西工厂年产值突破
60 亿元，研发上市新品33 款，年总产量
达 45 万吨。其间，雀巢至少 6 次增资
扩产。
  从青岛“后花园”到世界咖啡版图新
坐标，这个不产咖啡豆的小城，用30 年
时间将自己编织进全球咖啡产业网络———
在这里，每一杯速溶咖啡都飘散着太平洋
季风与齐鲁沃土交融的独特芬芳。
  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表示，雀巢
在山东持续加码，打造出跨国公司与地方
经济携手发展、相互成就的路径。当前，
山东吸引外资的“磁力”正加速升级：从
传统的成本、资源优势，向产业配套支撑
的“供应链韧性”与高效服务赋能的“营
商环境竞争力”深化拓展。

从云南甚至海外运来的咖啡豆，与本地鲜奶制成的奶粉，在智能化生产线上相遇

不不产产咖咖啡啡豆豆的的青青岛岛后后花花园园，，因因何何飘飘散散咖咖啡啡香香

  □记者 刘童 通讯员 吕显斌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记者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获悉，全省今年
夏季午峰最高负荷1 . 22 亿千瓦，晚峰最高负荷1 . 13 亿千瓦。午峰、
晚峰全网供应能力分别为1 . 37 亿千瓦和1 . 16 亿千瓦。
  国网山东电力通过深挖负荷调节资源潜力，确保需求响应能力达
700 万千瓦，错避峰能力达3450 万千瓦；常态做好紧急负荷控制序位
异动管理，确保非民生紧急负荷控制能力不低于2500 万千瓦。下一
步，将积极服务全省能源绿色转型，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一机
一策”落实常规电源和主力风机顶峰增发措施，投产12 项度夏重点
工程，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电力供应。

山东今夏午峰全网电力

供应能力将达1 . 37亿千瓦

  □记者 刘一颖 通讯员 朱宁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围绕山东新型工业化发展需求，省总工会日前下发
通知，启动“十万产业工人大培训”，同步开展“工匠培训站（所）”建设。
  培训面向全省产业工人，尤其是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新能源、新材
料等重点行业企业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根据安排，全省各级工会每年
组织不少于10万名产业工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其中，省总工会资助1
万名产业工人参加培训。培训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两部分，其中，
理论课程一般应包括思政课程、工匠精神、通用知识、质量管理、安全生
产、专业技术等内容；实操培训着力提升产业工人技能操作水平，增强
执行操作规程、解决生产问题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
  同步，在全省基层企业中开展“工匠培训站（所）”建设，打造
职工身边的“工匠学院”。到2035 年，全省每年争取建设不少于1000
个培训站，省总工会每年将重点支持建设100个培训站。

我省启动
“十万产业工人大培训”

  □记 者 李广寅 杨珂 
   通讯员 贾文健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土壤含盐量高达 4 . 2
‰— 5 . 5‰的盐碱地上，油菜亩产达到了
180 . 94 公斤！
  在东营市垦利区黄河三角洲全梯度耐
盐碱作物种质创新利用基地，中国农业科
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和国家盐碱地综合利
用技术创新中心近日联合发布了一项重大
成果：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在重度盐碱地试种的耐盐碱油菜新品种
“中油281”获得成功。
  在我国盐碱地分类分级标准中，重度
盐碱耕地0— 20 厘米表土层含盐量的标准
是4‰— 6‰，而此次测产地点的土壤含
盐量高达4 . 2‰— 5 . 5‰。放眼望去，地
里要么长着耐盐的碱蓬，要么就是白花花
一片盐碱。“在这样的地方种庄稼，过去
想都不敢想。”一邦农业技术研发中心主
任王沙沙说。

  然而，“中油281 ”就在这里创造了
奇迹。由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专业委员会组
织的专家组，对这片油菜进行了实地抽样
测产，实收菜籽换算下来，亩产达到了
180 . 94 公斤。
  “这真是个奇迹！”华中农业大学教
授鲁剑巍感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盐
碱地上的油菜能长得这么好，简直不可思
议。”他说，平均每株油菜有200 多个角
果，每个角果里饱满的菜籽有 25 到 30
粒，产量高，含油量也高。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含盐量2 . 8‰—
3 . 3‰的区域，“中油281”的表现更亮眼，理

论亩产飙升至303 . 34 公斤，株数、角果数、
粒数各项指标都表现优异。
  “中油281”是一邦农业从众多品种里
“过五关斩六将”筛选出来的“尖子生”。“它
特别扛造，既耐得住盐碱‘齁嗓子’，又扛得
住北方冬天的严寒。说实话，能在这么‘咸’
的地里达到这个产量，连我们都没想到。”
王沙沙表示，如果未来三年测试证明其产
量和品质稳定，这个品种就有望在广阔的
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推广。
  和王沙沙的观点一样，专家组经过实
地核查和测产，一致认为“中油281”耐盐
碱、抗寒抗旱的本领过硬，在黄河三角洲寒

旱盐碱区很有推广价值。“它不仅标志着我
国在耐盐碱油菜育种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更实实在在为保障国家粮油安全、向盐
碱地要效益开辟了一条新路。”王沙沙说。
  据了解，东营市有盐碱地341 万亩，其
中盐碱耕地196 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
的60%。为了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垦利区
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探索“以地适种”和“以
种适地”。经过近三年的试验，在覆盖不同
盐碱程度的试验田上，成功筛选出包括耐
盐碱水稻、高粱、油菜等在内的27 个优良
品种，并总结出“油菜+高粱”、“油菜+水
稻”等高效的一年两至三茬轮作模式。

黄三角重度盐碱地油菜育种获重大突破

“齁嗓子”的盐碱地上 油菜亩产超180 公斤

  □新华社发
  6 月29日，汽车运输船在山东港口烟台港装运出口汽车。今年1-5月，烟台港完成商品车运量29 . 6 万辆，实现全球主要
商品车码头全覆盖、全联通，形成“以航线带货源、以货源促航线”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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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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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哪些技术难点

应用场景如何

山东竞逐脑机

接口新赛道
 要闻·3版

山东将建设机器人

产业四大高地
 要闻·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