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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在中国传统节
日重阳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6
日给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
30 位老人回信，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和勉
励，并祝全国的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看到你们的来信，
我想起了十年前在澳门同大家见面的情景。
得知你们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生活充实快
乐，我很高兴。

习近平表示，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你们见
证了国家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亲历了“一国两
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你们说为自己是中国人

感到由衷的骄傲，我相信这也是广大澳门同胞
的心声。希望你们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
热，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鼓励
他们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积极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携手把澳门建设得更加美丽。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成立于 2007 年，
是一家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构。2009 年 1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察澳门期间，曾
到中心亲切看望。近日，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
的 30 位老人给习近平写信，讲述了澳门回归
后的发展变化，表达了深为自己是中国人而
骄傲的心情、传承好爱国爱澳精神的决心。

重阳节来临之际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

习近平：祝全国老人们健康长寿幸福
回 信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全体
成员：

你们好！看到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十
年前在澳门同大家见面的情景。得知你们退
休后热心公益事业、生活充实快乐 ，我很
高兴。

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你们见证了国家
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亲历了“一国两制”在澳
门的成功实践。你们说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

由衷的骄傲，我相信这也是广大澳门同胞的
心声。希望你们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
热，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鼓
励他们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积极参与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携手把澳门建设得更加
美丽。

重阳节就要到了，我祝你们、祝全国的老
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
2019 年 10 月 6 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10 月 4 日至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
别同保加利亚、罗马尼
亚、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波兰六国元
首互致贺电，庆祝中国
与六国建交 70 周年。

习近平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六
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
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
愿。习近平指出，六
国是最早承认并同新
中 国 建 交 的 一 批 国
家。建交 70 年来，中
国同六国秉持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互利共
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给中
国同六国人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利益。当
前，双方高层交往密
切，各领域互利合作
成果丰硕，人文交流
丰富多彩。新时代，
中国同六国的关系面
临 新 的 更 广 阔 的 前
景。我高度重视同六
国关系发展，愿同六
国元首共同努力，以
建交 7 0 周年为新起
点，用好共建“一带一
路”和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机遇，推动传
统友好合作关系迈上
新台阶。

六国元首一致表
示，70 年来，各自国家
同中国的双边关系经
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
变幻的考验，取得长足
进展和丰富成果。六
国高度赞赏中国在现
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国
梦进程中取得的辉煌
成就，高度重视发展对
华关系，珍视传统友谊，愿全面加强同中国双边交流与合
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断向
前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分别同六国总理互致贺电。李克
强表示，中方愿同六国以建交 70 周年为契机，深化政治互
信，推进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欧盟合作取得更大进展，更好实
现互利多赢。六国总理表示，愿不断提升与中方务实合作
水平，共创双边关系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美好未来。

习

近

平

同

六

国

元

首

就

建
交
七
十
周
年
互
致
贺
电

李
克
强
同
六
国
总
理
互
致
贺
电

本报记者陈爱平

23 天，2570 万人次中外游客参与，6 日
晚间闭幕的 2019 年上海旅游节创下历史
新高。

创办于 1990 年的上海旅游节 30 年发展
变迁，折射中国推动文旅合作，见证中国扩大
开放。

不仅是“全城狂欢”，也让各

国宾客联欢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9 月
14 日拉开帷幕的上海旅游节为中外游客呈
上“文旅盛筵”：79 家文化和旅游场所推出半

价惠民活动为历年最多；100 项文旅活动在
上海各区相继开展，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联
合六个中心城区推出 87 条“建筑可阅读”微
旅游线路；沪苏浙皖联合在沪举办“长三角一
体化文旅集市”，展现区域旅游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最新成果；黄浦江游览项目进一步升级，
国庆期间浦江两岸上演灯光秀，点亮上海“不
夜天”。

主办方统计，创办于 1990 年的上海旅游
节首届举办时吸引了 50 多万中外游客，而今
年旅游节吸引了 2570 万人次中外游客参与，
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城狂欢节”。

“以前‘十一’黄金周到来前总愁着去哪
里玩。近年来，光是体验旅游节相关活动，整
个国庆假期就很忙。”50 岁的上海市民周

勃说。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旅游节多项活动吸

引众多外国表演团队和游客参与，是促进各
国人民共享欢乐、彼此了解的“联欢会”。

来自捷克、德国、斯洛文尼亚、法国等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表演团队不仅在旅游节开幕
巡游中呈上精彩节目，部分表演团队还在上
海 17 处公共场所奉上了 70 余场公众演出。

“今年，境外表演团队不仅带来各地特色
民俗歌舞，有的还演奏《长江之歌》《上海滩》
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旋
律。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这些表
演让人倍感亲切。”32 岁的上海市民王欣说。

48 岁的巴基斯坦人祖贝尔·西迪基一家
新乔迁至位于上海西南的华漕镇后，体验了

旅游节经典活动“国际家庭日”。他说，琳琅满
目的各地美食、欢畅的音乐会等节目，让正在
上海上学的两个女儿兴奋不已。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于秀芬说，国
内外游客在上海旅游节期间共享欢乐，这体
现出，文化和旅游是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
要途径，有助于各国人民增进彼此友谊。

游客有来有往，国际文旅交

流合作更频繁

业内人士指出，30 年来上海旅游节参与
游客人数增多、观众游客来源地扩大、节庆活
动更为丰富，这是中国旅游市场发生巨大变
化的缩影。 （下转 3 版）

上海旅游节 30 年见证中国扩大开放足迹

新华社记者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丰收在望。种好
粮、产好米、吃好饭，一头连着农民的腰包，
一头牵着百姓舌尖上的新期待。

九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
时强调，要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牢牢抓住粮食
这个核心竞争力，不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稻虾米”“富硒米”“小包米”……从田间
地头到百姓餐桌，曾经一碗普通的大米迎来
新的“打开方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
百姓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尝得到的喜悦。

“虾稻共育”让大米更美味

加点猪油和白糖，严控水量和火
候……这是湖南省南县金之香米业的销售
总监王敏和同事们，经过整整一年的摸索，
发明的“煮饭秘籍”。

“一年的反复试验，就为了让我们生产出来
的好米，把潜能充分发挥出来，煮出一锅好饭。”
王敏说，厂里出产的“稻虾米”最便宜的每斤
8 . 8 元，最贵的每斤 68 元，不管买哪一种，都配
有一份“秘籍”。

南县地处洞庭湖腹地，是个传统农业大县。
过去，稻米品质不高，为了扩大市场，一些米厂
之间打“价格战”，每斤大米顶多卖两元，利润只
有一两分钱。

王敏所说的“稻虾米”给这里带来了转机。
2015 年，南县开始选育适宜当地土壤和气候的
优质稻品种。每年春天将小龙虾的虾苗投放到
田间，初夏时节收完虾，再种一季水稻。“小龙虾
+优质稻”的模式，让一亩稻田的平均收入超过
3500 元，比过去翻了好几番。

不仅虾肥稻香，生态也更安全。对农药化
肥，小龙虾是最敏感的“质检员”，可以有效降低
农药化肥的施用。

“2018 年，‘稻虾米’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南县副县长武深树介绍，目前全县稻虾
种养规模达 50 万亩，年产小龙虾 8 万吨，“稻虾

米”24万吨，综合产值达到 100亿元。
王敏还记得，去年 12 月，自己去香港

参加一次农产品展销会的情形。刚开始，展
台前的人并不算多，王敏便照着“煮饭秘
籍”煮出一锅“稻虾米”。“开锅时，大家立刻
就被香气吸引过来了！”王敏说，不到 10 分
钟，带去的大米就以每斤 20 港币的价格被
一抢而空。

过去在南县，一些餐馆里的米饭都免
费提供，但“稻虾米”正在渐渐改变这个传
统。一位餐饮从业者告诉记者，自家店里一
桶米饭已经卖到 15 元，一些顾客的“饭量”
却是过去的两三倍，“菜反而卖得少了”。

“加点功能”让大米更营养

硒，这种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在几
年前，对于老农民金宝军来说，还是个新鲜
玩意儿。如今，喜获丰收的他在黑土地上收
获着新“硒”望。

黑龙江省方正县三面靠山，一面临
江，耕地面积 126 万亩，其中水田达 100
万亩。世代务农，金宝军靠十几亩水田，一
年只有 2 万元的收入。种植方式单一、农
产品同质化等问题也曾一度困扰这个“鱼
米之乡”。 （下转 3 版）

金秋时节，晋北农田里洋溢着收获的喜悦，一片生机
盎然。正在秋收的马宏义却因为卖毛驴的事而纠结：卖了
吧，行情不好价格低，老伴还有些舍不得；不卖吧，农忙时
节，这毛驴也派不上用场，完全就是一头“闲驴”。“庄户人
家总不能把它当宠物养着呀”。

年近六旬的马宏义在东坪村种了一辈子地，也拉扯
了一辈子毛驴。“我爷爷的爷爷就开始拉扯毛驴，过去是
集体养，包产到户是家庭养。”老马说，当时每户两头驴是
“标配”，最多的时候全村有两三百头。早些年种田、耕地、
施肥、拉货物全靠这小毛驴，离开它啥也干不成。

东坪村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虽人少地多，但由
于过去没有水浇地，只能靠天吃饭，广种薄收，辛辛苦苦
干一年，只够填饱肚子。这些年，在土地流转、精准扶贫等
政策的推动下，东坪村的老百姓渐渐富裕起来，2018 年
底实现了整村脱贫。

曾经是贫困户的老马也顺利“摘帽”。家里的 60 多亩
土地，大前年流转出去 30 亩，每年收入有 1 万多元；自己
留了 20 多亩种玉米、谷子；他还入股村集体的合作社，一
年下来东拼西凑至少收入 3 万元。

老马的老伴梁秀荣一边摸着毛驴一边说，过去这毛
驴就算家里的一口人，照顾得可精细哩！平时把膘养起
来，农忙时才能扛得住，它生了病还要请兽医，有时不高
兴还要发点“驴脾气”。

现在，老马种地干活不指望毛驴了！腰包渐渐鼓起来
的老马几年前就陆续购置了四轮拖拉机、旋耕机、铺膜
机……“这些设备大概花了 3 万多块钱，有的还享受了国
家优惠补贴。”老马说。

“拖拉机一天能耕 40 多亩地，毛驴耕上两三亩就累
趴下了。”老马说。

“现在村里很难见到毛驴！”东坪村支书王美珍说，历
史上毛驴曾是晋北农村劳动的“主力军”，但随着农业农
村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种地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规模化，
毛驴被淘汰也是必然。

“一年养驴成本得几千块，驴不干活的时候也得要人
伺候。”梁秀荣也懂得这个理儿，但一说起卖毛驴，她就止
不住地抹眼泪。“和这毛驴处得年长了，它就像我的孩子
一样，特别有感情，一想到把它卖了，我就舍不得。”

“过去驴多的时候驴贩子整天在村里串游，现在驴少
了，连续打了几天电话都找不到人影。”不过老马坚定地
说，“再做做老伴的工作，就是价格再低，我也要把这毛驴
处理掉。”

（记者武敌、徐伟）新华社太原 10 月 7 日电

毛驴“下岗”记

新华融媒

■短视频：

我爱你中国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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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中国》。

为了百姓餐桌上的一碗好饭
粮食品种升级满足舌尖上的新期待

总书记关心的

百 姓 身 边 事

国庆期间，市民和游客来到位于上海金
山区的花开海上生态园游览(10 月 7 日无人
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花 开 秋 意 浓
河北省临城县云海景观（ 10 月 7 日无人机拍

摄）。当日，雨后初霁，地处太行山区的河北临城县出
现云海景观。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云海漫太行

 10 月
7 日 ，福建省
武夷山市兴田
镇 西 郊 村 的
8 3 岁老人曹
祖康（前左一）
在敬老节上露
出笑容。

当日是重
阳节，西郊村
举办乡村敬老
节 ，全村 3 0 0
多位 60 岁以
上的老人戴着
大红花，在家
人和乡亲的陪
伴下度过一个
快乐的节日。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您是那面厚重的青铜古镜，篆刻着
甲骨，照见城墙，回荡书声琅琅；

您是那雪山融化的水滴，告别七彩
阳光，吟着离骚，奔向远方；

那是十月的炮响，召唤南湖红船，扯
起了帆，摇起了桨，燃起了民族的希望。

那面绣成的五星红旗啊，在广场上
空高高飘扬。

七十年，大道之行、沧桑之变、力量
之美、智慧之光。

您是五星出东方的织锦啊，您是天
下粮仓，您就是中华巨轮，载着十月的初
心，十四亿人的梦想，沿着那条宽阔的大
河，驶向海洋，驶向世界舞台中央。

一缕桂花香，一道家乡菜，又或者是
一句乡音……你会在哪一刻想起故乡？

新华社“寻找中国之美”大型新媒体
互动征集活动第九季“我和我的祖国”，
正在进行中。每天一个征集主题，每天一
期精彩图集，带你看遍中国之美。

■中国之美：

牵挂的故乡

扫描二维码，跟
随新华社，一起寻找“中国
之美”。

村里的

敬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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