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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4月2日晚，国家主
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元
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
入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指出，去年11月，我和总统先生在旧
金山会晤，开启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这
几个月，双方团队认真落实我们达成的共识，中
美关系出现企稳态势，受到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
欢迎。另一方面，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也有所
增加，需要引起双方重视。

习近平强调，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
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中美这样两个大国，

不能不来往、不打交道，更不能冲突对抗，应该相
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继续沿着稳定、健
康、可持续的道路向前走，而不应该走回头路。

习近平指出，今年的中美关系要坚持几条大
的原则。一是以和为贵，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
线，不断提升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二是以稳
为重，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关系总
体稳定。三是以信为本，用行动兑现各自承诺，将

“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双方要以相互尊重的
方式加强对话，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以互惠
的精神推进合作，以负责的担当加强国际协调。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感悟天山南北200余处长城资源里的家国情怀

万里长城向西 赓续千年不息
□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

漫长的岁月里，分布在天山南北广
袤大地上的大大小小200余处长城资源，
充分展现了古代新疆同中原及祖国其他
地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历
史事实，是底蕴深厚、生命力强大的中华
文明标识。

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
家记忆的重要代表。新疆境内的烽燧遗
址是中国长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也是家国天下的
边陲记忆。历史上，这些烽燧对维护丝绸
之路交通畅达、保障国家对西域的有效
管辖和治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日，记者走访了别迭里烽燧、克孜
尔尕哈烽燧、拉依苏烽燧、克亚克库都克
烽燧，透过一座座守候千年的烽燧，聆听
历经千年犹“鲜活”的家国情怀。

初春的库车市仍有寒意。克孜尔尕
哈烽燧前，巡护员热合曼·阿木提绕着烽
燧四周查看全貌，检查石碑、标牌等设施
是否完好。做完这些，他又拿出随身带的
钳子，仔细加固附近的铁丝围栏，并不时
拿出手机拍摄上传。

“每一处墙体都要看仔细，这样才能
及时发现问题。”热合曼说。上岗30多年

来，几乎每一个工作日，他都在烽燧巡查。
受自然侵蚀风化、人类生产生活和

历史环境变迁等多重因素影响，保留至
今的长城遗址多出现损毁或局部坍塌情
况。近年来，为保护好遍布广阔大地的文
物和文化遗产，新疆对保存状况相对稳
定的文物遗址，加强“岁修、季巡、日查”
等日常管护。2017年起，自治区每年投入
资金解决950名野外文物看护员经费，缓
解了野外文物巡查难、看护难的情况。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一片无人
区，装上工作装备、带上行李，坐车直奔
茫茫戈壁大漠，这是“新疆最美文物安全
守护人”吾甫尔·库尔班的日常。几乎每
隔1个月，吾甫尔都会和同事驱车数小时
巡护孔雀河流域的 11 座烽燧。27 年来，
他常年奔波在戈壁荒漠、高山大河之间，
与风沙为伴，守护着烽燧。像吾甫尔这样
的看护员，仅尉犁县就有17位。

2022 年 3 月 31 日，吾甫尔负责巡护
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入选2021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得知消息后，他
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又唱又跳。“小时候读
书读到长城很向往，心想长大后一定要
去看看。”吾甫尔说，后来得知家乡的戈
壁荒漠地带就有长城分布，是万里长城
向西的延续，他更明白自己工作的意义，

“只要远远看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屹立在
戈壁上，心里就很踏实。”

“从巴州境内的30多座烽燧来看，随

着社会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为
因素的破坏逐年减少，如何着力延缓遗
址的自然损坏是当前的重点。”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文博院院长陈英说，目前烽
燧遗址保护工作从人力看守保护向科技
研究保护拓展。

新疆境内的长城资源作为中国古代
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以关隘、烽
火台、城池、戍堡、驿站、卡伦等设施形成
了一条以点带线、保障丝路畅通和文明
传播、拱卫境域安全的军事枢纽线，同时
也是长城大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丝绸
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新疆文物部门通过设置
监测预警设施，辅助运用车载雷达扫描、
卫星影像对比、高空“鹰眼”探查等技术
手段，聚点成线，构建全区文物监测预警
网络系统。与此同时，为了打通文物保护

“最后一公里”，新疆还持续推进文物保
护工作站建设，覆盖罗布泊区域、克里雅
河流域、古龟兹地区、天山北麓和阿尔泰
山南麓。

从库尔勒市出发，驱车出城，沿孔雀
河北岸一路前行，越野车穿越戈壁、大漠、
沙滩、盐碱地……近150公里后，一座虽
历经千年，但几乎完整保存着废弃时模样
的遗址映入眼帘，这就是克亚克库都克烽

燧遗址，也是新疆众多长城资源之一。
自库尔勒市至营盘古城之间长约

150 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 11 座烽燧，统
称“孔雀河烽燧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即为其
中一座。烽燧东距营盘古城遗址47公里，
东南距楼兰古城遗址233公里，地处罗布
泊荒漠无人区，夏季酷热干燥、冬季严寒
刺骨，且没有通信信号，条件极为恶劣。

在考古整理工作室内，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克亚克库都克烽
燧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胡兴军正认真研
究一份出土勋告文书。

从2019年到2021年，胡兴军和队员
每年在荒漠中发掘6个多月，清理出土各
类遗物1450余件（组），其中出土纸文书、
木简883件，是近年国内烽燧遗址出土数
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这些遗
物均为戍边将士日常使用器物，生动鲜活
反映了唐代戍边将士生活工作场景。

“官马并得平安”“某某烽四面罗截
一无动静”“及烽子五人并得平安”等木
简上，记录着千年前戍边将士们的军旅
生活。在所发现的文书中，99%以上为汉
文，同时还出现了焉耆文。胡兴军介绍，
这些说明西域先民和来自中原的将士一
起守卫边疆，共同守护家园的安宁，实证
了各民族共同参与西域开发建设、保卫
祖国家园的事实。

（下转第三版）

护万里长城 固精神根脉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本报讯 记者刘伟 通讯员柯
景报道：3月30日，记者从地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年以来，
地区共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37场次，
提供岗位8217个，达成就业意向2062
人次，实现就业532人，农村劳动力外
出务工26519人次。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采
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
字一句背后彰显着民生温度，也对人
社工作提出新要求。

地区人社局始终坚持把就业作
为最大的民生，组织开展“助企·助就
业”就业招聘活动，采取“线上”持续
推送招工信息、“线下”举办招聘活动
的模式同步进行；同时建立“一企一
策”和“就业跟着项目走”工作机制，
落实“一对一”联系人，进行重点跟踪
服务，切实解决区内企业招工难、失
业人员就业难的双重困难。

地区人社局加强区域人力资源
合作，打通周边地（州）招聘求职通
道。深入高校、企业、园区、乡（镇）、村

（社），举办重点群体专场招聘、网络
招聘、直播带岗等线上线下招聘活
动。

与此同时，地区人社局按照“健
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
结构性就业矛盾”的要求，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全力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为
目标，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全
面提升城乡劳动力职业素养和就业
创业能力。

“今后，我们将继续用实际行动

推动全国两会精神落实落细，多措并
举做实做细就业服务工作，开创人社
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塔城地委
组织部副部长、地区人社局党组书记
夏建军说。

据了解，今年全年计划实现城镇
新增就业1.65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7万人次以上、职业技能培
训3.7万人次以上的目标。截至目前，
地区已开展各类培训450期19135人
次，补贴性技能培训 264 期 10182 人
次。

地区人社局：增进民生福祉 做实做细就业服务工作

正值春暖花开时，走进沙
湾市乌兰乌苏镇头浮新村兰翔
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樱桃大棚，
雪白的樱桃花恣意盛开，朵朵
相连，尽显春意盎然。前来赏
花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花经
济也拓宽了致富路，每棚樱桃
可为合作社带来2万多元收入。

□本报记者宋建亮 通讯
员关兵摄影报道

聚焦塔城高质量发展·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 通讯员任达志 张
丹彤报道：3月29日，在乌苏市
重点项目之一——现代粮食仓储
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
吊车作业车来回穿梭，工人在进
行外墙砌砖，现场一派忙碌景
象。该项目建成后可存储粮食12
万吨。

乌苏市现代粮食仓储产业园
项目经理杨永杰说：“目前，我
们施工人员、机械已经全部进
场，4 月初将对 6 栋平房仓进
行屋架梁的吊装。我们将严格按
要求施工，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
前提下，抢抓工期，保证整个项
目正常推进。”

据了解，乌苏市现代粮食仓
储产业园建设项目总投资2.71亿
元，于2023年4月开工建设，规
划占地1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48万平方米，一期项目将建设
9 个高大平房仓，计划今年 7 月
底投入使用。

新疆兴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廖彦学说：

“目前，建设项目进场工人 100
余人，机械设备10余台，9个主
体项目均已在建，公司坚持‘党
建+’项目模式，成立党员先锋
小队常驻现场，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今年，乌苏以市属国有公司
为项目主体，实施建设现代粮食
仓储产业园项目，以缓解粮食仓
储设施落后等问题，保障粮食供
应，确保粮食市场和社会稳定，
同时还可增加商品粮储存，满足
粮食经营所需，延伸粮食加工产
业链，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推
动乌苏粮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乌苏现代粮食仓储产业园建成后
可存储粮食12万吨

本报讯 通讯员蔡鹏 记者
阿拉新·素德别力克报道：“马
上就要开始春耕了，技术人员和
往年一样到家里帮我检修机具，
还教会我很多维修保养知识，非
常感谢他们。”3 月 29 日，和布
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盖镇
乌兰浩达村村民道尔加拉说。

当日，和布克赛尔县交通
局、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驻和什
托洛盖镇乌兰浩达村工作队联合
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镇农机
管理服务站开展免费上门农机年
度安全技术检验。

在和什托洛盖镇昆德仑集中
村，整齐有序地停放着大大小小
的各类农机具，技术人员在娴熟
地为“冬眠”数月的犁地机、拖
拉机、整地机等农机设备进行全
方位检修、调试、审验，检查潜
在隐患问题、更换破损零部件、
清洗发动机，确保在接下来的春

耕工作中能顺利下地，为春耕生
产做好充足准备。

农机检修、农机审验是保证
春播备耕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
为切实服务好春耕、春种生产，
和什托洛盖镇农机管理服务站技
术人员奔赴田间地头，指导农机
合作社和农机从业人员对全镇近
200 台 （套） 拖拉机、旋耕机、
播种机等各类大中小型农机具进
行维修服务、安装调试等“一站
式”免费服务，并组织开展安全
教育，为安全开展春季农机生产
作业做足准备。

镇农机管理服务站负责人谢
开蓉说：“下一步，我们主要对
农具进行保养，在指导农机手、
合作社做好农机具保养的同时，
每天组织技术人员进村、进农户
家提供免费的技术服务，确保全
镇农机具处于完好待命状态，为
春播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送检下乡 上门服务”助春耕

和什托洛盖镇：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2日
讯 记者刘翔报道：4 月 2 日，
由中国记协、全国“三教办”主
办的“新时代·好记者”全国巡
讲活动走进新疆，先后来到新疆
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新疆大
学开展专场巡讲并进行座谈交
流。

巡讲现场，8名“好记者讲
好故事”优秀记者和中国新闻
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倾情讲
述了各自新闻生涯中的感人故
事，展现出新时代新闻工作者践
行“四力”的责任担当和精神风
貌。

新华社国际部记者高文成分
享了驻伊朗期间的见闻，他采写
的观察报道被100多家国外媒体
采用；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田佳
佳把目光对准贵州乡村体育盛事

“村 BA”和“村超”，解读喜闻
乐见的乡村联赛如何通过破圈传
播将大流量转化成正能量、让小
赛事进化为大喜事；中国铁道建
筑报社记者游凯讲述中国高铁如
何破除重重阻碍、力克各种难
题，跑出领先世界的加速度；人
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编辑熊捷结

合自身经历，阐述对新媒体时代
传统媒体如何破局的独到见解
……

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新闻故
事让人热泪盈眶；一批批不断践
行“四力”的中国记者，初心不
改，永远在路上。

讲述精彩，反响热烈。互动
交流环节，巡讲团成员与新疆新
闻工作者代表、高校师生代表围
绕新媒体产品内容创新、提高新
闻写作能力、新闻理想落地等话
题，畅聊心得体会。

“这些新闻故事有温度、冒
热气、触人心，沾满了‘泥土味
’和‘烟火气’，让大家感受到
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理想的追求，
听后深受鼓舞。”巡讲团成员自
然流畅、感情真挚饱满的讲述，
引起现场新闻工作者的强烈共鸣
——“以好记者为榜样，在今后
的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努力提升
能力素质，继续在讲好中国新疆
故事上建新功，让世界看见一个
真实生动的美丽新疆，爱上可亲
可敬的美丽新疆！”

“新时代·好记者”全国巡讲活动走进新疆

樱桃花开春满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在

安全连着你我他安全连着你我他
平安幸福靠大家平安幸福靠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