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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东大地的田间地头、办公
室案头，总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
他深耕农业农村领域十余载，用精
准的数据调度为产业发展破局，以
扎实的文字功底为决策赋能，凭高
效的统筹协调为基层减负。他就是
市农业农村局总经济师、办公室
主任王冲，一位用实干与担当诠释

“三农”情怀的新时代奋斗者。

以学为先，筑牢信仰之基
2010年，从文秘岗位转战农业

农村领域的王冲，面对全新的专业
挑战，始终将学习作为破题之钥。
他深知，做好“三农”工作，既要懂政
策理论，更要明市情农情。多年来，
他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累计撰写学习笔记20余万
字，将“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融入
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在同事眼中，
王冲是行走的“政策库”。2023年
机构改革后，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增速一度下滑，他连夜研读中央
一号文件和全省农业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结合铜仁气候特点、产业基
础，牵头制定《铜仁市农业产业提质
增效行动方案》，提出“巩固茶产业、
做优畜牧养殖业、突破农产品加工”
的发展路径，为后续经济指标逆势
上扬奠定理论基础。“只有把政策吃
透、把市情摸准，才能让工作有的放
矢。”他常对年轻干部说，这种“学用
结合”的作风，成为他破解难题的

“金钥匙”。

实干为要，勇挑发展重担
作为总经济师，王冲的办公桌

上永远摆着一本密密麻麻的产业台
账，记录着全市10个区县的主导产
业规模、市场价格波动、龙头企业产
能等核心数据。2024年初，面对生
猪价格低迷、茶叶销售受阻的双重
压力，他带领团队走访50余个乡镇、120多家企业，梳
理出“延链补链”“电商赋能”等6条对策，推动蛋鸡、抹
茶等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

数据是最好的见证：2024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达 601.94亿元，增速 4.1%，较 2023年提升 0.8个
百分点，排名全省第三；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5290元，同比增长 7.5%，增速连续两年居全省首
位。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月至 2024年 3月，全市
农业总产值连续五个季度领跑全省，扭转了机构改革
初期的被动局面。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王冲凌晨核对
报表的专注，是深入茶园查看灾情的足迹，更是他“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办公室主任的岗位，意味着“笔杆子”与“参谋员”
的双重使命。王冲深谙此道，近八年来，他牵头起草
市委一号文件、农业农村工作要点等重要文稿110余
篇，其中《铜仁市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研究》获中
青班优秀论文，提出的“抹茶全产业链开发”“家庭农
场培育计划”等建议，均转化为市委、市政府的具体
政策。

2023年，为筹备第四届梵净山国际天然水博览
会，他连续两周蹲点调研，撰写的《铜仁市创新打造

“中国抹茶之都”》调研报告，精准剖析产业优势与
短板，促成了与日本、欧盟的抹茶标准互认合作。
在办文办会上，他更是秉持“三审三校”严要求，
2024 年审核印发各类文件 322 件，筹备重要会议
100余次，零差错的背后，是他对每个数据、每个标
点的较真。同事们说：“王主任的稿子，连小数点都
经得起推敲。”

“政策落实好不好，关键看末梢神经通不通。”面
对基层减负的新要求，王冲牵头建立“督查督办闭环
管理系统”，将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分解为 217项具
体任务，逐项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2024年，他带
队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累计取消基
层报表 54张、整合业务微信群 42个，将年度专项检
查从4次压缩至1次，让干部有更多时间走进田间地
头。 在建议提案办理中，他创新“三沟通三反馈”机
制，对15件人大建议、36件政协提案逐一上门走访，
当面听取意见。某政协委员提出的“加强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建议，他不仅牵头制定实施方
案，还协调财政资金 200万元用于平台建设，最终实
现全市规模以上企业追溯系统全覆盖。“群众的呼
声，就是我们工作的哨声。”他用实际行动，让督查工
作成为连接政策与民生的桥梁。

律己修德，永葆公仆本色
在同事眼中，王冲是“工作狂”，更是“清白人”。

办公室掌管全局后勤保障，他给自己立下“三不”规
矩：不接受企业宴请、不插手项目招投标、不替亲友谋
便利。2024年，某农业企业为感谢他在项目申报中的
指导，送来两盒抹茶，他当场退回并附信：“做好服务
是职责所在，纪律红线不可逾越。”

生活中，他是父母眼中的“忠孝子”，是妻子口中
的“大忙人”，却始终将“四德”建设融入日常。担任机
关一支部书记期间，他牵头组建“三农党员先锋队”，
带领党员干部开展助农秋收、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30
余次；他结对帮扶 3户监测户，自掏腰包为孩子购买
学习用品，帮助老人联系医疗救助，用点滴行动诠释
党员初心。

从文秘岗位到农业战线，变的是工作领域，不变
的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职业追求；从普通科
员到总经济师，变的是职务职级，不变的是“功成不必
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十余年深耕，王冲
用一串串数据、一篇篇文稿、一项项制度，为铜仁农业
农村发展交出了亮眼答卷。

当被问及成绩时，他总是指着办公墙上的“铜仁
市农业产业布局图”说：“比起‘优秀共产党员’‘五一
劳动奖章’，我更看重图上这些产业园区是否真正带
动农民增收，田间的麦穗是否更加饱满。”这就是王
冲，一位在“三农”赛道上永不止步的实干者，用青春
与汗水，书写着乡村全面振兴的壮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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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记者在万山区谢桥街道石竹社区的大棚里看到黄橙橙的枇杷挂满枝头，十分诱人。这是由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水果种植能手舒大和
通过招商，到石竹社区租赁近30亩大棚种的大五星枇杷，通过精心管护，丰收在望。 特约记者 蒲召福 通讯员 杨志鹏 摄

初夏的清晨，阳光洒在乌江河面上，
波光粼粼。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渠镇社
区居民安荣成漫步在江边步道，望着清
澈的江水，顿觉心情舒畅：“以前乌江边
上总有垃圾，现在党员带头清理，还发动
大家一起保护，江水越来越清澈，我们打
心眼里高兴。”

共护乌江碧水长清，正是乌江流域
党建联建助力生态保护的具体实践。

近年来，沿河在乌江流域党建联建
格局中积极作为，按照省交通运输厅党
委和铜仁市委签订的新一轮《关于深化
乌江流域党建联建三年行动协议》部署，
以党建为纽带，将联建村串联成势，通过

“联部门、联行业、联企业、联村寨”，推动
省市县63家机关和企业党组织与乌江流
域 25个村（社区）党组织结对联建，通过
一江共护、一业共推、一水共兴，推动生
态保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领域取得
实效，蹚出一条“傍水吃水”强村富民路，
持续擦亮“千里乌江党旗红”党建品牌。

——推动一江共护。沿河与省市联
建单位党组织密切协作，将乌江流域党
建联建协同治理机制落到实处，建立党
组织领导下流域统筹、跨区联动跨区联
合治理协调机制，先后选取 25个沿岸村
（社区）建立党支部党建联建点，推进长
江流域十年禁渔，组建“生态保护”先锋
队定期开展联合巡河行动，共护乌江碧
水长清。

“乌江流域黔渝两省（市）五县基本
形成联合巡查、协作共治、应急协同、交
流互动、信息共享的常态化工作联动机
制，切实营造了守护乌江就是守护我们
家园的良好氛围。”沿河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大队长鲁顺洪说。

如今，乌江沿河段水质总体为“优”，
国控水质监测断面优良率达100％，鱼儿
嬉戏、候鸟翩飞的美景随处可见。

——实现一业共推。沿河深入贯彻
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
极发挥乌江流域生态价值优势，因地制

宜培育做强特色产业，实现乌江两岸强
村富民。

地处乌江沿岸的思渠镇下庄村，借
助支部联建单位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当
地傩戏、土家摆手舞、哭嫁歌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将土家族传统服饰展演、山歌对
唱等民俗活动融入旅游发展，同时以乌
江纤夫文化为脉络，打造沉浸式民俗体
验项目，让游客在聆听古老船工号子中
感受乌江文化的雄浑厚重。

“借助党建联建发展契机，我们不断
丰富沿线旅游业态，将乌江山峡、思渠古
镇、民族文化陈列馆等景点串联成线，协
调联建单位资金修缮土家民俗博物馆、
建成思渠码头项目和湿地公园，进一步
丰富和完善土家特色古镇基础设施。”思
渠镇党委书记谯政勇说。

2024年，该旅游线路吸引游客超 2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2亿元，带
动沿线40余户村民开办农家乐和民宿增
收致富。

——聚力一水共兴。2024年12月，
投资 9.08亿元的乌江航运扩能工程乌江
渡——龚滩三级航道建设工程项目开工
建设，成为乌江流域党建联建三年行动
的有力实践。

“围绕省委乌江航运复苏战略，省市
县交通运输行业着力写好‘水文章’，先后
完成乌江流域智能调度系统引入运行，实
施乌江1000吨级航道、夹石特大桥、乌江
综合治理等工程项目建设，为推动乌江航
运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沿河交通运输局
党组书记、局长刘静介绍。

联建开展以来，沿河沿江联建各党
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围绕复兴乌江水运
蓝图，聚焦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任务，全面
谋划产业联结、人才帮扶、文旅融合、生
态公路、组织联建“五个一”联建项目130
余个，努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
发展优势，推动乌江流域生态保护与基
层治理的良性互动。

华姝

沿河乌江流域党建联建

一江共护 一业共推 一水共兴

尊敬的佩特罗总统，
尊敬的卢拉总统，
尊敬的博里奇总统，
尊敬的罗塞芙行长，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员国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同各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
新老朋友相聚北京。我代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2015 年，我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代
表一道，在北京出席中拉论坛首届部长
级会议开幕式，宣告中拉论坛成立。10
年来，在双方精心培育下，中拉论坛已经
从一棵稚嫩幼苗长成挺拔大树，我感到
十分欣慰。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虽然相距
遥远，但双方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
16世纪，一艘艘满载友谊的“中国之船”
穿梭于太平洋两岸，开启了中拉交往交
流的序章。上世纪60年代后，随着新中
国同一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建交，中拉
交流合作渐趋紧密。新世纪以来特别是
近些年来，中拉不断书写着命运与共的
佳话。

——我们携手并肩、相互支持。中
方赞赏拉美和加勒比建交国始终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拉方走符合自身
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拉方维护国家主
权独立、反对外部干涉。上世纪60年代，
中国各地举行大规模群众游行，声援巴
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70年代，拉美国
家开展了保卫200海里海洋权斗争，中国
旗帜鲜明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合理要
求。1992年以来，中国连续32次在联合
国大会投票，支持终止美国对古巴封锁
的决议。

——我们勇立潮头、合作共赢。中
拉双方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推动贸易、

投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双方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内实施200多个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中
拉卫星合作成为高技术领域南南合作典
范，秘鲁钱凯港顺利开港开启亚拉陆海新
通道。中国同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厄
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
定。去年，中拉贸易额首次突破5000亿美
元，是本世纪初的40多倍。

——我们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中
拉双方积极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合作，携
手应对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中国自
1993年起先后向加勒比国家派遣38批次
医疗队。面对世纪疫情，中国率先向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超过3亿剂疫苗和
近4000万件医用物资设备，派遣多支医
疗专家组驰援，助力保护地区国家亿万
人民生命安全。

——我们团结协作、勇于担当。中
拉双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我
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共
同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中国
同巴西联合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
机的“六点共识”，得到110多个国家积极
响应，为解决国际热点问题贡献智慧和
力量。

事实证明，中拉已经成为携手共进
的命运共同体，其鲜明底色是平等相待，
强大动力是互利共赢，胸怀品格是开放
包容，根本追求是造福人民，具有蓬勃生
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多重

风险交织叠加，各国唯有团结协作，才能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

荣。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霸凌霸道
只会孤立自身。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都是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独立自主是
我们的光荣传统，发展振兴是我们的天
然权利，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面对地缘政治和阵营对抗暗流涌动，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滋长，中方愿同拉
方携手启动五大工程，共谋发展振兴，共
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一是团结工程。中方愿同拉方继续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支持。双方要密切各领域交往，就
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未来3年，中方将每年邀请300名拉共体
成员国政党干部来华考察访问，交流治
国理政经验。中方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扩大在多边舞台上的影响，愿同拉方
一道，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出共同声音。

二是发展工程。中方愿同拉方共同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定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双方要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深化基础设施、农业粮食、能源
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清洁能源、5G
通信、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
作，实施中拉科技伙伴计划。中方将进
口更多拉方优质产品，鼓励中国企业扩
大对拉投资。为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发展，中方将向拉方提供660亿元人民币
信贷资金额度。

三是文明工程。中方愿同拉方共同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树立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深化中拉文明交流互鉴，举办中拉

文明对话大会。深化文化艺术领域交流
合作，举办“拉美艺术季”。加强在联合
考古、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博物馆展览
等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开展古代文
明研究，合作打击文化财产非法贩运。

四是和平工程。中方愿同拉方共同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支持《宣布拉美和加
勒比为和平区的公告》和《拉美和加勒比
33国关于建立无核区的声明》，加强灾害
治理、网络安全、反恐、反腐败、禁毒、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合作，努力维护地
区安全稳定。中方将根据拉共体成员国
需求实施执法培训项目，在力所能及范
围内提供装备援助。

五是民心工程。未来3年，中方将向
拉共体成员国提供3500个政府奖学金名
额、1万个来华培训名额、500个国际中文
教师奖学金名额、300个减贫技术人才培
训名额、1000个“汉语桥”项目来华团组
名额，实施3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积
极推动鲁班工坊等职业教育合作项目，
支持拉共体成员国开展中文教育。中方
将举办“中拉情缘”中国影视节目展播，
力争每年完成10部优秀电视剧或优秀视
听节目互译工作。中方将同拉方举办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旅游对话”。
为进一步便利双方人员友好往来，中方
决定首批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5个国家
实施免签政策，并适时扩大对地区国家
覆盖范围。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中国有句古诗“人生乐在相知心”，

拉美也有句谚语“拥有朋友就拥有宝
藏”。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始终
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
伴。让我们携起手来，在各自现代化征
程上并肩前行，共同谱写构建中拉命运
共同体新篇章。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谱写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主旨讲话

（2025年5月13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