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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覃星星 陈一帆

盛夏，阳光正烈。辽阔田野间，一
株株甘蔗拔节生长，空气中弥漫着甘蔗
特有的清香。

我们跟在“90后”“新农人”余才库
身后，深一脚浅一脚踏进蔗垄间，身体
不时被甘蔗叶子刮过，窸窣作响。

在察看了一番蔗林的情况后，余才
库掏出手机点开App，伴随一阵旋翼转
动声，一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
预设路线在低空匀速飞行，机身下喷出
的雾帘精准洒向蔗田。“过去靠人力喷
药，耗时费力，每小时只能喷 3 亩到 5
亩。现在有了这伙计，一上午能喷几百
亩，抵得上百十号劳力。”他操作娴熟，
神情自若。

这里是广西来宾市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黄安优质“双高”（高产、高糖）糖
料蔗基地。

202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此
察看了万亩甘蔗林和机械化作业收割
场景，同蔗农、农机手和农技人员亲切
交流。当得知大型甘蔗收割机一天能
收割 180 吨至 200 吨甘蔗，相当于 180
个人工的工作量，总书记连连称赞，强
调：“广西是我国蔗糖主产区，要把这
一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做大，为保障国
家糖业安全、促进蔗农增收致富发挥
更大作用。”

总书记的话说到了大伙儿心坎上，
也成了当地发展的指针。

余才库的家乡来宾市，是广西甘蔗
主产区之一。当地甘蔗种植面积逾
200万亩，牵系着约50万蔗农的生计。

“要积极培育和推广良种、提高机
械化作业水平，建设好现代农业产业
园。”牢记总书记的这一嘱托，余才库着
力发展甘蔗规模化种植，推广良种良

法，建设“双高”（高产、高糖）基地；推
进甘蔗生产滴灌、水肥一体化建设；成
立农机专业合作社，每年为 300 多户
蔗农、1万多亩甘蔗地提供机械化作业
服务……

“过去，家家户户分散种植，得‘看
天吃饭’，付出和收成难成正比。现在
甘蔗种植实现全程机械化，种蔗轻松多
了。”看着眼前延伸到远方的大片甘蔗
林，余才库说道。

“全国每三勺糖，两勺来自广西。”
作为中国的“糖罐子”，广西糖料蔗种植
面积和食糖产量连续34个榨季位居全
国第一，在服务保障国家食糖供应安全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2024/2025 年
榨季，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1135万亩、
同比增加 11 万亩，食糖产量 646.5 万
吨、同比增加28.36万吨。

放眼八桂大地，物联网、卫星遥感、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深度融入甘蔗生
产各环节，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一批

“桂字号”优良品种扎根广袤田野，让蔗
农不再为选种发愁……如今，甘蔗依旧
节节拔高，蔗农肩头的担子却轻了许
多，日子的甜头更足了。

一根甘蔗“两头甜”，一头连着蔗
农，一头连着糖企。全链条转型不仅改
变了田间地头的种植场景，更沿着产业
链延伸至加工环节。

走进广西来宾东糖凤凰有限公司，
这里早已不见浓烟滚滚、噪音刺耳的景
象，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生产线和自动
化设备。“总书记2023年来这考察时，进
入生产车间察看制糖工艺和作业流程，

在公司展厅了解糖业产品种类及市场份
额和发展趋势，强调‘要按照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要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不断提质、降
本、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来宾东糖
集团党委书记林伟民指着墙上巨大的屏
幕——整个制糖生产线清晰可见。

进入榨季时，糖浆的流量、结晶的
温度、包装的速度……一切尽在数智掌
控之中。“全流程可视化、标准化，质量、
效率都上去了。”林伟民说，集团正深入
落实总书记关于“提质、降本、增效”的
要求，去年以来已投入逾2亿元改造升
级制糖生产线，提升数智化水平。“刚过
去的这个榨季，产糖率、打包率都破纪
录了！”

“一根甘蔗实现‘吃干榨尽’。这是
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产业！”习近平总书
记对糖业循环经济的关心关切，激励着
行业从业者不断延伸产业链，把甘蔗

“榨”出更大的价值，实现“从一根甘蔗
到全产业链增值”。

曾经，我国甘蔗产业囿于“小、散、
弱”，“千家万户小生产”难以招架“千变
万化大市场”。如今，这一产业在与生
物技术、食品工程等领域的跨界融合
中，迸发出澎湃活力。

云南、海南、广东也是全国重要的
蔗糖产区。在产糖大县云南耿马傣族
佤族自治县，过去榨糖产生的大量蔗渣
只能焚烧或堆肥，既未转化成经济效
益，还造成环境污染。随着技术创新，
蔗渣“变身”绿色环保的可降解餐饮具，
热销欧美市场。得益于蔗糖产业循环

链条的深度拓展，目前当地蔗糖产业综
合产值突破100亿元，“甜蜜事业”甜度
值持续拉升。

海南儋州，甘蔗收获后的尾梢被加
工成营养价值高的饲料，有效替代了传
统牧草，降低了养殖成本，实现“一根甘
蔗，农牧双赢”；广东农垦糖蔗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正紧锣密鼓建设中，建成后，
将实现“育繁推”一体化、“种管收”一体
化、“农工贸”一体化，助力保障食糖供
应安全。

八桂大地上，“糖业+”新业态让人们
看到更多希望，为“从一根甘蔗到全产业
链增值”的产业蓝图注入更强动能。

来自田间地头的“甜蜜原料”进入
糖企后，不仅变身为晶莹的白砂糖，还
有清澈透亮的甘蔗植物水，整个生产过
程 24 小时内完成。不久后，千里之外
的上海市场不仅有新糖上市，还有甘蔗
植物水亮相，让市民游客争相品尝。广
西大学教授李凯介绍，该校联手光明糖
业、广西甘化等企业攻关，今年成功产
出一款甘蔗植物水新品，为产业延链补
链开辟了新赛道。

甘蔗产业从制糖到蔗渣、糖蜜、滤
泥、蔗叶等副产物的全链条循环利用，
不断向高端化、绿色化延伸。2024/
2025 年榨季，广西蔗渣、糖蜜、滤泥利
用率达 100%，一根甘蔗实现“从头甜
到尾”。

甘蔗年年种，产业年年新。让农民
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始终是这条
甜蜜产业链上不变的期盼。

“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
蜜！”总书记真挚的祝福，化作砥砺奋进
的动力。

一季又一季，甜蜜的故事不断续
写，“糖罐子”端得越来越稳！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一 根 甘 蔗 “ 两 头 甜 ”
——把地方特色产业做优做强之一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就业是民生之本。记者从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 695 万 人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58%。6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与去年同期持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
人崔鹏程介绍，面对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就业任务，今
年以来人社部门主要从四方面发力
稳就业。具体包括：聚焦支持企业
发展，政策助力稳岗扩岗；聚焦高校
毕业生等重点群体，进一步加大就
业支持保障力度；聚焦劳动者能力
提升，增强职业技能培训针对性实
效性；聚焦人力资源供需对接，提升
就业公共服务水平。

“从失业保险来看，上半年，降费
率为企业减少用工成本超过 900 亿
元，向参保企业发放稳岗资金 62 亿
元 ，支 持 培 训 等 促 就 业 支 出 113 亿
元。”崔鹏程说。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对于持续
做好稳就业工作，下一步人社部门将从
挖掘培育就业增量、支持稳定就业存
量、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升级优化服务
培训、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等五方面发力。
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是重

中之重。2025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
再创历史新高，达 1222 万人。7 月毕
业季，多数高校毕业生已进入就业市
场，但还有部分离校毕业生仍未落实
工作。

“我们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
服务攻坚行动，集中资源力量，对未就
业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等进行全力帮
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副司长陈勇嘉表示，将重点做好集中亮
出服务清单、集中开展精准帮扶、集中
推送岗位信息、集中组织培训见习、集
中开展困难帮扶等工作。

陈勇嘉进一步介绍，目前，各省普
遍面向毕业生发出就业服务公开信，人
社部在全国层面开放了求职登记小程
序。各地人社部门将对登记求职的未
就业毕业生，建立实名台账，主动联系、
了解求职意向和服务需求，提供“1131”
服务，即至少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
导、3次岗位推介、1次技能培训或就业
见习的机会。

“人社部门将全力以赴，持续挖掘
岗位资源，提供不断线、有温度的就业
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早就业、
就好业。”陈勇嘉说。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下 一 步 从 五 方 面 稳 就 业

□新华社记者 许苏培

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显示，在保
护主义阴云密布、全球复苏步履蹒跚之际，中国
以坚定的开放姿态，实现了经济的稳健增长。
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中国经济底盘稳、韧劲足，
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
必然落后。中国经济增益世界的关键，正在于
其深刻而多维的“开放性”。一个致力于打造高
水平开放格局的中国，正不断为动荡的世界注
入新动能，为所有拥抱合作的国家带来珍贵的
发展机遇。

开放的中国，不仅有益中国，也是各国的
机遇。2025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迎
难而上，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上
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3%，其中
内需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68.8%，最终消费
支出贡献率为 52%。内需尤其是消费是促进
GDP 增长的主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
表明，中国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将使其他
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平均提高 0.3 个百分点。可
以说，中国经济稳健增长本身，就是对世界最
直接的利好。比利时中国经贸委员会主席贝
尔纳·德威特指出，“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将为
全球经济注入稳定性，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
惠及世界”。

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其 14 亿
多人口、超 4 亿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超大规
模市场，释放出越来越强劲的正溢出效应。
进博会、链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大型展会
为全球企业进入中国 、通达世界搭建了桥
梁；持续优化的进口结构、稳步下调的关税
水平，不仅丰富了国内市场供给，也推动东
盟、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升级，激发
合作共赢的广阔前景。美国安博公司联合
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何慕德坦言，
中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巨大的发展
机遇”“中国市场的繁荣直接推动我们业务
的持续增长”。

在提供广阔市场的同时，中国经济更以
其高度的可预期和可信赖吸引全球资本。中
国凭借坚实的政策支持、不断优化的营商环
境以及长期稳定的社会治理，提振外资深耕
中国的信心。近年来，中国不断缩减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从最初的 190 项缩减到现在的
全国版 29 项、自贸试验区版 27 项，制造业领
域已实现“清零”。清单上的“减法”见证着
中国不断加大的开放力度。与此同时，持续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
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宣示，中国过
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外商理想、安
全、有为的投资目的地。

制度型开放的红利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本流入与项目落地。2021
年至今年 5 月，外商累计对华直接投资 4.7 万亿元，超过了“十三五”期间的总
额。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三分之一的进出口、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七分
之一的税收，创造了 3000 多万个就业岗位。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华投
入，这既是对中国市场前景的高度信任，也体现出对中国开放政策和产业生
态的坚定认可。一些外媒和跨国公司高管坦言，“放弃中国市场，等于放弃未
来十年的增长门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说：“中国倡导
开放贸易，坚信贸易和投资对发展的贡献，是 20 世纪和 21 世纪发展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典范。”

更深层次上，从被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到主动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中国
经济的开放性正升级为引领变革的创新动力，持续打造全球共建共享的新
高地。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合作平台，为
全球互联互通提供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
品，中欧班列、中老铁路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有力带动沿线国家在交通、能
源、通信等领域基础设施的升级，成为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
的重要支撑。

“中国追求的是共同发展。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从扩
大市场开放，到增强投资信心，再到推动平台共建，中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
系列举措正不断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世界需要开放的中国，中国的开放也
将成就更加包容、繁荣、可持续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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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贺书琛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抗联英雄园松林苍翠，一尊勒马扬
蹄、奋勇呼喊的铜像气势如虹。这尊铜
像描绘的是东北抗联名将冯治纲率军
冲杀的场景。1940 年，阿荣旗这片土
地上，冯治纲在与日军激战中牺牲，年
仅32岁。

“有一位抗联将军冯治纲，带领骑
兵跋涉在西征路上。他驱逐日寇保卫
家乡，他英勇善战美名扬。”呼伦贝尔东
北抗联纪念馆讲解员冯丽霞根据英烈
事迹创作了歌曲，用歌声缅怀这位东北
抗日联军著名指挥员。

冯治纲 1908 年出生于吉林省，成
长于黑龙江省汤原县。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冯治纲回乡务农，后进入当地
一家金矿工作。次年，冯治纲与兄长冯
治国一起加入护矿队，利用金矿枪械进
行对敌斗争。此时护矿队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汤原游击队已有联络。

1934年，一次惨烈战斗后，护矿队
成员所剩无几，冯治国牺牲，冯治纲组
织仅存力量成立文武队，与日伪军周旋
斗争。这支队伍以红军纪律为规章制
度，一年时间发展成为 60 余人的战斗
力量。

1935 年秋，文武队加入汤原游击
总队，冯治纲任中队长。在小兴安岭
地区，冯治纲等人拔伪军据点、缴敌
军枪械，不断壮大敌后武装势力。次
年 1 月，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六军，冯治纲任第三团团
长。在军长夏云杰带领下，这支部队
先后取得“智取老钱柜”“奇袭鹤岗煤
矿”“拦截日军火车”“伏击尹家大院”

多次战斗胜利，智勇双全的冯治纲屡
立奇功。

1936年6月，冯治纲正式加入中国
共产党，以战火淬炼信仰，成为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谋长。在敌军“篦梳
式”多兵种密集围堵下，冯治纲率队顶
朔风、忍饥寒、破重围，如一把尖刀刺向
数倍于我之敌。1937 年，冯治纲指挥
部队夜袭汤原县城，营救出数十名各
方人士，重创敌军。日军战报中这样
描述这场战斗：“此战我方损失是很大
的……掠走迫击炮三、轻机三、步枪三
十、炮弹九十六、枪弹三万五千粒。”

1939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8周
年之际，冯治纲率部力克讷河县城，俘
虏伪军团长、解救被捕志士、缴获大量
物资，极大振奋军民斗志。冯治纲部半
年时间与敌作战70余次，成为敌军“眼
中钉、肉中刺”。

1940 年 1 月 14 日，冯治纲在就任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龙江北部指挥部指
挥时说：“旋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遂
不能不以高度之革命热诚效忠祖国，
矢竭愚忱，誓必与日寇周旋于龙江旷
野。”半个多月后，冯治纲行军至阿荣
旗三岔河一带，登山观察敌情时与日
军遭遇，不幸牺牲。3天后的农历除夕
夜，阿荣旗一片寂寥，密林之中满是悲
愤热泪。

“血染征衣，壮志未酬恨无极。慷
慨捐躯痛别离。旌间铭题，雪前仇，永
弗替，追悼烈士，腊月二十七。”时有挽
词，不胜悲悯。

每逢腊月二十七，冯治纲殉难处碑
石旁、抗联英雄园奋勇策马的铜雕前，
总是布满鲜花。“救亡壮志永矢兮弗
谖。”冯治纲生前就职的东北抗联第三
路军的歌声，在兴安岭苍翠松林中永远
回荡。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22日电）

抗 联 将 冯 治 纲 保 家 乡 美 名 扬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22 日电（记者 叶昊鸣
王聿昊）记者 22 日从中
国民航局获悉，今年上半
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
总周转量 783.5 亿吨公
里、旅客运输量 3.7 亿人
次、货邮运输量 478.4 万
吨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4%、6%、14.6%，运输
规模再创新高。

当日，中国民航局举
行全国民航年中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会上，中国
民航局局长宋志勇表示，
上半年在飞行量同比增
长 5.6%的情况下，运输
航空严重征候和一般征
候万时率同比分别下降
68.4%、21.2%，安全态势
总体平稳。

宋志勇说，上半年国
际客运航线净增123条，
国际旅客运输量同比增
长28.5%；国内、国际货邮
运 输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9%、23.4%，新增国际货
运通航点16个。

上半年，飞机日利用
率9小时，同比提高0.2小
时，正班客座率84.2%、载
运率 72.6%，同比分别提

高1.9、1.6个百分点；全国航班正常率91.7%，千
万级机场近机位靠桥率85.5%，同比分别提高
5.3、1.7个百分点，运行效率持续提升。

上半年，传统通用航空完成飞行 57 万小
时，实名登记无人机总数突破272.6万架，累计
飞行2447万小时，同比增长149%。“通用航空
和低空经济安全有序发展。”宋志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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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峰飞航空科技向合利创兴智能交付我国首架获颁“适航三证”（TC、PC和AC）的吨级以上
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V2000CG凯瑞鸥，标志着吨级以上eVTOL在技术与适航认证上实现突
破，大型eVTOL向低空运营商业化闭环迈出坚实的一步，助推低空经济应用加速落地。

V2000CG凯瑞鸥由峰飞航空自主研发，最大起飞重量2吨，最大商载400公斤，巡航速度最高200公
里每小时，适用航程200公里，主要用于低空物流、紧急物资运输和应急救援。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我国首架“适航三证”吨级以上eVTOL航空器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