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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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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考察时强
调，贵州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
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坚定信心、
苦干实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在贵州省委书记徐麟
和省长李炳军陪同下，先后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贵阳市等地考察调研。

17日下午，习近平来到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侗
寨考察。寨门口，身着民族盛装的村民唱起侗族大
歌欢迎总书记。习近平饶有兴致地听取侗族大歌
的艺术起源、曲调特点、演唱形式等方面介绍。随
后，沿着村寨路道察看侗寨风貌和旅游商铺，不时
驻足与店主、游客、村民互动交谈。在侗族文化展
示中心，他详细了解侗族历史、风俗和服饰、建筑等
特色文化保护传承情况。在侗乡特色产业基地，他
观看蜡染工艺流程，对蜡染合作社坚持顾客至上、
质量第一的运营理念给予肯定。习近平指出，少数
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
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
光彩。

在信团鼓楼，习近平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
一起亲切交流。大家争相向总书记讲述近年来村
寨发生的可喜变化。习近平表示，看到侗寨保护得
这么好，侗族群众生活幸福，感到很欣慰。他指出，
办好老百姓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

从鼓楼起身，村民们纷纷簇拥过来，热烈鼓掌，
高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高兴地回应说，侗族人
民朴实、勤劳、有文化、有智慧，希望大家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把乡村振兴搞得更好，祝愿大家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离开侗寨时，侗族群众深情地唱起

《侗歌声声唱给党》，表达对总书记的热爱和依依不
舍。习近平频频挥手，同乡亲们道别。

18日上午，习近平听取贵州省委和省政府工作
汇报，对贵州各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
步工作提出要求。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贵州要下定决心、勇于探索，坚持以实体
经济为根基，强化创新驱动，统筹新旧动能转换，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产业。要保持定
力和耐心，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处理好速度和效
益的关系，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

习近平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
密切相关。贵州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
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要一手抓改革，打通制约高质量发展
的堵点卡点；一手抓干部教育管理，引导干部增强
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廉洁意识。开放也
是重要的营商环境。贵州要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机遇，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主动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习近平指出，贵州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扎实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兴业、强
县、富民一体发展。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
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要因地制宜发展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培育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
特色主导产业。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在产业发展
中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要建立
统一监测、分类帮扶机制，把民生底线兜牢。

习近平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
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
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对民族特色
村寨、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对革命战争
时期留下的红色旧址，要加强系统性保护。要坚持
移风易俗，积极培育文明新风。要深化文旅体融
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

习近平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毫不动摇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党中央决定在全党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这是今
年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组织
实施，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定力、养成习惯，以优良
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
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
壤和条件上常抓不懈。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
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
同考察。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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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 戴小河）国家电
网3月18日宣布，大同—怀来—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
压交流工程当日开工建设，这是我国“西电东送”的新
通道，计划于2027年6月建成投运。

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起于山西大同，
途经河北燕山山脉和海河流域，止于天津滨海新区，
新建双回线路长度770千米。建成后，华北将新增一
条贯通山西、河北能源基地与天津负荷中心的能源

“大动脉”，进一步完善华北特高压主网架结构，满足
山西、河北电力送出和天津电网负荷增长需求，全面
提高京津冀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和抵御严重故障风险
能力，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电网董事长张智刚表示，这一特高压工程将
助力电力保供和区域协调发展；服务开发利用新能
源，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创新集成应用新技术，激
发投资拉动新动能。

山西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矿产基地，冀北地
区新能源资源丰富，该工程可满足配套煤电和新能源
电力可靠送出，可推动山西、冀北新能源外送消纳，促
进地区优势资源开发与转化，提升华北区域内部资源
优化配置能力，对于促进山西、冀北地区加快开发优
质新能源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工程建成后，华北区域
特高压送电能力将提高至2100 万千瓦，将有效优化
华北负荷中心能源供应格局，提高环首都经济圈电力
供应能力。

截至2024年底，国家电网已建成“22交16直”38
项特高压工程，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特高压输电网
络，为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提
供坚强支撑。

“西电东送”

新通道开建

春风和煦，河北省各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春耕生产，努力耕耘的画卷徐徐展开，为农业稳产、丰
产打下坚实基础。 新华社发

“燕赵”粮仓春耕正当时

3 月 18 日，在河北省
石家庄市行唐县北龙岗
村，农民在搭建姜棚准备
种植生姜。

3 月 18 日，河
北省晋州市周家
庄乡第一生产队
的喷灌系统在为
小麦进行喷灌作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