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8版

第19689号

乙巳年六月初十

星期五

4
2025年7月

www.xtol.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0006 新闻热线 58266666

中共湘潭市委主管、主办 湘潭日报社出版

邮发代号：41-42 电话：58623456（发行部） 58221120（广告中心） 投稿电子邮箱：xtrbzbs@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刘超 美术编辑：肖虹

天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倒
计
时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推动地区合作高质量发展——
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发言》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任何伟大的理论，都能找到思想和
实践的源流。

40年前，改革开放浪潮初起，习近平
同志前往厦门工作，“第一次直接参与
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
城市的建设和管理”。

当年，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制的
《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指明厦门
永续发展之路，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最早
编制的一个纵跨十五年的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规划。

如今，全面深化改革大潮澎湃，“海
风海浪依旧，厦门却已旧貌换新颜”，乘
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中国式现代化气
象万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
正引领全党科学制定“十五五”规划，擘
画接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
战略蓝图。

从一城之兴到一国之治，从地方发
展战略到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从改革开

放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间，见证
思想演进的恢弘脉络，书写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绚丽诗篇。

（一）长远考虑 统筹全局
“我们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要有

长远考虑，统筹全局，不能只顾眼前，临
事应付，那样会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
方向，把握不住全局的主动权。”

2024年 10月 16日，在全党上下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热潮
中，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厦门考察。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果展，一
本蓝色封皮、300多页厚的《1985年－
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吸引
了总书记的目光。仔细翻阅，往事如
潮，涌上心头，总书记感慨系之：“我们
在这里参与了创业，如今的发展，比我
们当时想象的还要好。”

那是 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
经济特区范围由此前的2.5平方公里扩

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逐步实行自由
港的某些政策。

厦门发展，来到了一个重要历史关
口。也正是这年夏天，习近平同志从河
北正定南下，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
长。

对于经济特区初创期的厦门，自由
港怎么搞？人员如何自由进出？金融、
货币政策什么样？国内没有经验可循，
大家心里没有底。

有人盲目乐观，想着只要照搬新加
坡或香港模式，厦门很快将迎来翻天覆
地的变化。也有一些悲观论调，认为厦
门经济底子弱，海防任务又吃重，短时
间恐难有较大突破。

如何完整准确把握贯彻党中央意
图，把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习近平
同志深入调研、冷静思考，提出制定一
个中长期的发展战略。

“我们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要有
长远考虑，统筹全局，不能只顾眼前，临
事应付，那样会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

方向，把握不住全局的主动权。”习近平
同志1986年7月30日在厦门市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课题专职人员动员和工作
部署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发人深省、
振聋发聩。

随后，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
究办公室（市战略办）正式成立，在习近平
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习近平同志对厦门的贡献，不只
在于一栋楼、一条路、一座桥，而是长远
性、方向性、全局性的贡献。”谈及这段

“创业史”，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现
年近 90岁的发展战略三名主编之一
郑金沐仍难掩激动。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
把厦门置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

趋势、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来谋划，
这是习近平同志领导制定发展战略的
明确原则。

这种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有迹可
循、一以贯之——

下转7版

本报讯（记者 杨阳 通讯员
吉朝祥 胡赞）7月 1日，湘潭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迎来一名特殊的

“新员工”，全省首个公共资源交易
AI智能客服正式“上岗”。这个集
成了 DeepSeek、通义千问等大模
型的“智能助手”，正以 7×24小时

“不打烊”的“秒答”服务，重构公共
资源交易市场主体的办事体验。

“请问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保证
金怎么退？”在智能客服平台输入问
题，随即，AI客服便弹出详细流程：

“提交书面申请—审核确认—按原
缴纳方式退还—退款完成”，并附带
操作说明。这一智能客服不仅能

“秒答”高频问题，也擅长处理复杂
咨询。当咨询“国有资产处置项目
需要哪些备案材料”时，AI客服梳理
出“交易申请、产权证明、批准文件、
评估报告”等核心材料，并主动关联
材料提交的系统地址，全程无需人
工介入。“以前得打电话等人工回
复，现在随时问、即时答，太方便
了！”市场主体纷纷点赞。

作为面向市场主体的全天候
服务助手，该AI智能客服依托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知识库，覆盖政策
法规、常见问题、办事指南等高频
服务内容，业务范围涵盖工程建
设、政府采购、国有资产、自然资源
及社会项目 5大领域。通过集成
语音输入、多轮对话、语义识别、深
度学习等功能，智能客服可实现常
见问题秒级响应、深度解析与即时
解答，并支持文档及多媒体内容推
送、关联问题推荐。无论是交易流
程疑问还是系统操作难题，市场主
体均可获得实时在线解答，有效打
破传统服务的时间与空间限制。

此次AI智能客服的应用，是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进服务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推动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
办”升级。未来，该中心将持续深
化AI技术应用，进一步提升服务
智能化水平，打造更公正透明、高
效便捷的智慧交易平台，为优化营
商环境注入新动能。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文明如火，势
成燎原。近日，韶山市荣膺全国文明城
市“三连冠”，银田村、韶山村、韶阳村、
石屏村 4个村新晋“全国文明村镇”。
至此，这座红色之城实现“国字级荣誉”
全覆盖，全国文明村占比达15%，从“一
城文明”迈向“全域文明”，从湖南首个
县级全国文明城市跃升为城乡精神文
明融合发展的“新标杆”。“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明图景，在韶山市的田间地头、
街头巷尾徐徐铺展。

文明铸魂：红色基因激活
城乡文明“动力源”

韶山之魂，深植于红色基因的
“根”与“脉”。247 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4个乡镇和 38个行政村（社区）星

罗棋布，72处红色遗迹散落城乡——
从毛泽东同志故居、纪念馆、广场等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到革命先辈的
足迹，这座城市堪称一座大型红色文
化资源陈列馆。

2023年以来，以“我的韶山行”红
色研学活动为龙头，韶山市整合红色资
源，开设“毛泽东与反腐倡廉”“毛泽东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历史陈列”等专题展
览，研发红色培训课程 347堂，创新推
出“电影党史课”“音乐思政课”，生动讲
好毛泽东故事、韶山英烈故事和新时代
奋斗故事，推动“红色基因”向“文明基
因”转化。

在韶山村，百年桂花树下的“屋场
夜话”已成为传承红色家风的“文化课
堂”:村民将《韶山毛氏家训》《韶山村规
民约》编成快板，在“孩儿立志出乡关”

的吟诵中，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气
中，让“忠诚、担当、奉献”的红色家风代
代相传。

在银田村，“水利文明长廊”依托
韶山灌区而建，既是“十万愚公战山
河”奋斗史诗的立体画卷，更是“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当代注脚——
村民既是“护水员”，巡渠护绿;又是

“讲解员”，向游客讲述“一渠清水润三
湘”的壮阔历史。

在石屏村，非遗山歌与移风易俗融
合成新风尚。村民将“厚养薄葬”“婚事
新办”等内容编入山歌，在田间地头、节
庆活动上传唱。村文明实践站副站长
蒋海燕说：“过去唱的是‘情歌’，现在唱
的是‘新风’，歌词一变，乡风就变！”这
种“乡音传党音”的方式，让文明新风浸
润人心。

城乡共融：文明星火点亮
全域“同心圆”

2017 年首次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后，韶山便布局“全域文明、全员文
明”。2021年，中央文明办提出城乡精
神文明融合发展，韶山市以“城乡文明
一盘棋”为理念，构建“资源互通、人才
互流、产业互促”的融合机制。

其一，资源下沉“精准滴灌”。通过
全国试点，创新打造融合各部门资源的
文明实践“三堂三场”——从“思想学
堂、法治讲堂、便民大堂”到“兴旺农场、
欢乐广场、美丽屋场”，打通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例
如，将市级图书馆、文化馆分馆嵌入村
部，建设“24小时图书馆”“非遗工坊”，
打造“15分钟文明实践圈”。

其二，人才互通“双向赋能”。实施
“映山红人才工程”“城乡人才挂职计
划”，选派机关干部下村任“乡村振兴一
支书”兼任“文明指导员”，邀请农村能人
进城开“文明课堂”。 下转8版①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7月 2
日，湘潭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下称市农交公司）获批全省
首张农业行业公共数据资源登记
证书，这标志着我市农业行业公共
数据资源规范化管理迈出关键性
一步，为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数字
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今年 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公共数据资
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全国公共
数据资源登记体系建设正式启
动。3月 1日，国家公共数据资源
登记平台上线运行，供数单位可通
过平台发布数据资源与产品信息，
用数单位能精准查找数据资源，为
实现供需对接、降低社会用数成
本、释放数据价值创造有利条件。

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是全省
首家由供销部门主导的经营农村
生产要素的专业化平台和服务型
机构，由市人民政府授权市农交公
司负责具体运营。市农交公司迅
速响应政策号召，积极对接市数据

局、市大数据和产业创新发展中心
等职能部门，对全市农业社会化服
务数据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与规
范，经多轮严格审核后完成全省首
批登记工作，并获国家公共数据资
源登记平台赋码认证。

数据资源登记证书的成功获
批，既赋予市农交公司数据资产“合
法身份证”，为数据交易、融资抵押
等业务开辟新路径，也将大幅提升
市农交公司的公信力与市场竞争
力，加速构建数据资源共享体系，促
进农村产权高效流转，为促进我市
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这不仅是一张证书，更是一
份责任与使命。”市农交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此次数据
资源登记证书为起点，持续深化农
业数据应用，探索“数据+服务”

“数据+金融”等新模式，让沉睡的
数据“活起来”“用起来”，为农户与
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智能、更高效
的服务，助力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阳）近日，雨
湖区姜畲镇现代农业产业人大代
表联络站正式启用。作为全市首
个聚焦产业发展的人大代表联络
站，该站点的建成标志着我市人大
工作在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促进现
代农业发展领域迈出创新性步伐，
初步实现农业产业链上人大代表
履职与乡村产业振兴深度融合。

该联络站的建立是落实省人
大常委会“构建以乡镇为主体，
向园区、产业等维度延伸建设代
表联络站”要求的具体实践。站
点精准嵌入雨湖区现代农业示

范园核心区，以“服务产业、链接
代表、惠及群众”为核心定位，辐
射泉塘子、青亭等 7个行政村，覆
盖 22家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含 3
家省级龙头企业）及 11家示范性
合作社，构建“代表在产业链上
履职，服务在田间地头落地”的
工作格局。

29名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
将在此“驻站履职”，共同发力激活
产业服务效能：聚焦“政策学习+诉
求收集”，常态化走访农业经营主
体，精准捕捉融资难、技术弱、品牌
散等产业痛点； 下转8版③

从厦门之兴看中国之治
——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启示录

韶山市：文明星火燎原城乡沃土
本报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庞新梅

本报讯（记者 吴珊 实习生 赵
如晔）“今早能见度拉满！蓝天碧水
相映，万楼、摩天轮清晰可见！”7月1
日7时，在河东沿江风光带晨练的市
民谢先生由衷感慨。朝阳初升，清
风拂面，一江碧水穿城而过，湛蓝的

天空如洗，洁白的云朵轻盈舒展，阳
光毫无遮拦地倾泻而下，为整座城
市镀上一层通透的光晕。

这份市民共享的“蓝天幸福感”，
得到了市生态环境局最新监测数据
的强力印证：7月1日当天，湘潭市空

气质量达一级优，7时PM2.5浓度仅为
4微克/立方米，全天持续保持在个位
数水平，“湘潭蓝”升级为澄澈透亮的

“透彻蓝”。工作人员解释，持续“优
级”的空气质量，是城市美景尽收眼
底的关键。 下转8版②

本报讯（记者 杨阳 通讯员 刘国
为）7月 2日，市民李女士打开手机公积
金App时，个人账户余额里多出的 682
元让她眼前一亮——这是 2025年度住
房公积金结息的“惊喜到账”。当天，全
市像李女士这样收到“钱袋子”福利的
职工共有298966名，全市住房公积金结
息总额达1.88亿元，同比增长8.46%，创
历史新高。

这笔“民生红包”的背后，是国家政
策对缴存职工权益的坚实保障。根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每年 6月
30日为固定结息日，计息周期为上年 7
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今年我市按中
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1.5%计息，利息自动计入职工个人账
户，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数据显示，本次结息人均获息
629.98元，较去年增长 7.11%。利息增
长得益于缴存职工数量稳步增加、缴存
规模持续扩大，折射出我市就业市场稳
定与民生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公积
金缴存职工可登录“湘易办”App或手机
公积金App，在个人账户详情中查看“年
度结息”明细，或工作日携带身份证前
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服务窗口
查询。

近30万职工喜领
1.88亿元“红包”

我市 2025 年度住房
公积金结息创历史新高 66月月PMPM22..55浓度创浓度创20152015年以来同期新低年以来同期新低

““湘潭蓝湘潭蓝””持续升级为持续升级为““透彻蓝透彻蓝””

蓝天碧水下的湘潭三大桥。（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

7×24小时“秒答”不打烊

全省首个公共资源交易
AI 智能客服“上岗”

全省首张农业行业
公共数据资源登记证书落地湘潭

赋能乡村振兴

全市首个产业特色
人大代表联络站在雨湖启用

习近平《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推动地区
合作高质量发展——在第二届中国－中亚
峰 会 上 的 主 旨 发 言》单 行 本 出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