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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

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构建现代军事治理体系，提高现代军

事治理能力，以高水平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为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习近平2023年7月24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七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习语精读

盛夏七月，稻谷飘香。柳州市融安县万亩早稻进入成熟期，空中俯瞰，金黄的稻田与青山、道路、村庄相映成
趣，构成一幅金光灿烂的乡村田园画卷，美不胜收。近年来，该县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通过种粮政策激
励，积极引导农民珍惜耕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7月27日无人机拍摄的融安县大良镇和南村田园美景。
（通讯员/杨 曼 摄影报道）

新华社北京 8月 2 日电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第二卷蒙古文、藏文、维吾
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
彝 文 、 壮 文 等 七 种 民 族 文
版，已完成全部翻译工作，
近日在全国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
会 编 辑 的 《习 近 平 著 作 选
读》 第一卷、第二卷，2023
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民族
事务委员会协调下，中国民
族语文翻译局组织全国民族
文翻译队伍，于 2023 年 7 月
完成七种民族文版 《习近平
著作选读》 第一卷、第二卷
翻译工作。《习近平著作选
读》第一卷、第二卷民族文版
出版发行，必将进一步推动全
国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
斗。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
卷、第二卷蒙古文、藏文、
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
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
行；彝文、壮文版，由民族
出版社分别联合四川民族出
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发行。

融安：稻谷飘香“丰”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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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3 日，自治区政府新
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加快建设西部陆
海新通道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自 2019 年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
体规划》印发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取得好于预期的显著成效，基础
设施网络持续完善，运行质量效益大
幅提升，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成
为带动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引
擎。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成为有
机衔接“一带一路”、西部地区货物
出海出边的主通道和 RCEP 框架下连
接中国与东盟地区最快速、最便捷的
通道。

大能力运输通道加快形成。南宁
至崇左高铁等关键项目建成运营，贵
阳至南宁高铁开通在即，黄桶至百色
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项目可研已获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高速公路三大
主通道广西段已全线贯通，全面实现

“县县通高速”。南宁机场综合交通枢
纽建成运营，南宁机场改扩建工程全
面开工建设，T3 航站楼及配套设施工
程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规划建设自
重庆、成都至北部湾出海口的三条主
通道正加快形成。

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枢纽功能明显
提升。江海连通工程—平陆运河已全
线动工建设，全国首个海铁联运自动
化集装箱码头等一批港航设施项目建
成投产，具备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通

航和30万吨级油轮靠泊能力。2019年
至 2022年，北部湾港综合吞吐能力从
2.6亿吨增长到3.15亿吨，集装箱航线
达 75 条，通达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200多个港口。

通道物流规模快速增长。2019 年
至 2022 年，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
从 382 万标箱增长到 702 万标箱，增
速均排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前列；海
铁联运班列年开行量从 2243 列增长
到 8820 列，线路覆盖我国 17 省 63 市
121 站；中越跨境班列从 1026 列增长
到 2182 列；南宁机场国际航空货邮
吞吐量从 0.23 万吨增长到 7.3 万吨。
今年上半年，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
量 增 长 14% ， 海 铁 联 运 班 列 增 长
9%，南宁机场国际航空货邮吞吐量
增长 4.5%。

通道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目前北
部湾港综合收费与国内主要港口基本
持平。2022 年我区口岸进口、出口整
体 通 关 时 间 ， 较 2019 年 分 别 压 缩
10.9%和 74.8%，通关效率在全国处于
领先水平。今年 1—5月，广西口岸进
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10.56小
时和 0.19 小时，比 2022 年同期分别压
缩 33%和 63.5%，通关时效进一步提
高。

通道对外开放合作水平不断提
升。川桂国际产能合作产业园、中马

“两国双园”等一批跨省跨境产业园区

加快建设，凭祥、东兴、百色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加快推进，临港产业、
临空产业、沿边产业加快发展。2022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口
岸进出口贸易总额超 5000亿元，创历
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已累计超 2900亿
元、增幅近 50%，通道辐射带动作用
明显增强。

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
要战略任务，是推动广西高水平开
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4
年来，我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国家
战略，将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加快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牵引工程扎实
推进。2019年至2022年，自治区财政
累计统筹资金 980 多亿元支持通道建
设，金融系统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
为通道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近 6000 亿
元。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阶段，我区将围绕 2025年基
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目标，大
力提升通道运输能力，不断强化北部
湾国际门户港和国际枢纽海港功能，
促进交通、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
合，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作贡献。
（记者/韦颖琛 实习生/覃骏扬 潘冰）

构建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格局

广西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最新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名单，广西的铜鼓文化 （河池） 生态保护区榜上有
名，成为全国此次入选的5个保护区之一，也是广西目前
唯一入选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最初的铜鼓文化 （河池） 生态保护实验区由原文化
部 2012 年底批复设立，位于广西河池市，保护范围为河
池市全境，其空间布局结构定为“核心区、次核心区、
延伸区”。核心区为东兰县、南丹县、天峨县；次核心区
为巴马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
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延伸区为金城江区、宜州区、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凤山县。根据《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文化和旅游部深入组织开展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果验收工作，通过验
收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正式确定为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

河池市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
上传世铜鼓数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至今使用仍最为
活跃的地区之一，被誉为“世界铜鼓之乡”。保护区以河
池市红水河流域为中心，对集中分布、特色鲜明、形式
和内涵保持完整的铜鼓习俗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的文化生态，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其重点保护
的村落文化空间划分为铜鼓习俗文化空间、蚂虫另节文化
空间、壮族民歌 （山歌） 文化空间、表演艺术文化空
间、传统工艺 （技艺） 文化空间等，保护区为广西增添
了一张文化生态亮丽名片。

（林雪娜）

铜鼓文化（河池）生态
保护区入选国家级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