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樊平）近日，中国
人民银行安康市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安康监管分局联合印发文
件，公布了 2024 年度安康市金融机构
支持乡村振兴考核评价结果， 农行安
康分行再次获评“优秀”,考评得分居
全市 20 家金融机构之首。

近年来，农行安康分行勇担“面向
三农、服务城乡”的企业使命，全面树牢
“全行办三农”的经营理念，坚持高目标
引领、高水准推进、高质量发展，举全行
之力倾心打造 “服务乡村振兴领军银

行”，扎实做好服务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为全市乡村振兴作出了突出贡献。连续
两年获评全市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
考核评价“优秀”档。截至 2024 年末，该
行乡村振兴重点领域贷款余额突破
100 亿元，达到 105.60 亿元，较年初净
增 19.81 亿元，增幅达到 23.1%；涉农贷
款余额 31.68 亿元， 较年初净增 10.92
亿元，增幅达到 52.6%；农户贷款余额
37.50 亿元，较年初净增 15.25 亿元，增
幅达到 68.54%。

除了乡村振兴重点领域贷款、涉

农贷款、农户贷款“三箭齐发”、高速增
长外， 该行还通过在广大农村地区布
设惠农电子机具 1603 台、建设惠农服
务点 474 个， 方便老百姓进行支付结
算；组织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
60 余场次，帮助广大农村群众增强防
范意识、增长防范常识，积极为全市乡
村振兴营造更好的金融环境。

农行安康分行为全市乡村振兴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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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河内 4 月 14 日电 4 月 14
日， 在赴河内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志同道合携
手前行 继往开来续写新篇》 的署名文
章。 文章全文如下：

志同道合携手前行
继往开来续写新篇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暮春时节，生机盎然。 在中越建交
75 周年之际， 应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
同志和越南国家主席梁强同志邀请，我
即将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担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以来第四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我期
待同越南领导人畅叙友谊、 共商合作，
擘画新时代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蓝
图。

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拥有共同理想信念和广泛战略利益。在
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
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中，两党两国人民
早年结下的深厚友谊不断升华。构建具
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符合两
国共同利益，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
稳定和发展繁荣，是历史的选择、人民
的选择。

中越命运共同体传承于鲜明的红
色基因。两国革命先驱携手探寻救亡图
存道路， 为世界取得反抗殖民主义、帝
国主义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
国广州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广西靖
西“越盟”办事处等革命旧址是中越革
命友谊的历史见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时期，胡志明主席先后在延安、桂林、重
庆、昆明等地参与和支持中国抗战。 中
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支持
越南人民抗法斗争，中国党、政府和人

民全力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正义事业 。
“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成为永不
磨灭的红色记忆。

中越命运共同体发轫于深厚的政
治互信。近年来，我同阮富仲总书记、苏
林总书记等越南领导人多轮互访，为中
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定向把舵。两党两国
高层密切互动，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
会、两党理论研讨会、边境国防友好交
流、两国公安部合作打击犯罪会议等机
制有效运转，两国立法机构联委会等高
级别机制建立 ，两国外交 、国防 、公安
“3+3”战略对话成功举行。 在许多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 中越两国立场相近、协
作密切。

中越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丰厚的合
作沃土。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
中越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趋紧密。中国
连续 20 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4 年中越双边贸易额突破 2600 亿
美元。 榴莲、椰子等越来越多越南优质
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两国铁路互
联互通和智慧口岸建设有序推进 ，光
伏、垃圾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有力保障
越南电力供应，中国企业承建的河内轻
轨 2 号线方便了市民日常出行。中越两
国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生动诠释了全
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意蕴。

中越命运共同体推进于密切的人
文交流。 这些年，中越人文交流步子越
迈越大，两国民众越走越亲。 2024 年中
国赴越游客超过 370 万人次，德天（板
约） 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正式运营、多
条跨境自驾游线路开通，让“一日游两
国”成为现实。中国影视作品、电子游戏
成为越南青年热议话题，带动越南“中
文热”持续升温。 不少越南歌曲登上中
国互联网热搜，河粉等越南美食吸引不
少中国民众品尝。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 面对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抬头，中国经济迎难而上，2024 年
实现 5%的增长，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保持在 30%左右，继续成为世界经济
重要引擎。 中国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
和动画影视全球瞩目。中国将坚持以高
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以
自身高质量发展助推各国共同发展。

亚洲是全球合作发展的高地，正站
在实现整体振兴新起点上，面临前所未
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将保持周边外交
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坚持亲诚惠容
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深化
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共同推进亚洲现
代化进程。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越南即将
开启民族发展新纪元、 朝着建党建国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始终
将越南视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我们要
全面深化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亚洲
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
极贡献。

———深化战略互信，推动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壮大。 要坚持高层引领，发挥
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统筹协调作
用，深化党际、政府、军队、执法安全等
对口部门合作， 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
战，共同维护政治安全。 中方愿同越方
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探索和丰
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动两国社会
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坚持合作共赢，增进两国人民
福祉。 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两
国政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与“两廊一
圈”框架对接的合作规划，打造更多经
济、技术合作平台。 中方愿同越方推进
越南北部 3 条标准轨铁路项目合作，建
设智慧口岸。中方欢迎更多越南优质商
品进入中国市场，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
越投资兴业。双方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
合作，拓展 5G、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
新兴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加强人文交流，拉紧民心相通
纽带。要以今年举办“中越人文交流年”
为契机，开展丰富多元的人文交流。 中
方欢迎越南民众多到中国各地“串门”，
也鼓励中国游客到越南风景名胜 “打
卡”。要共同办好中越青年友好会见、边
民大联欢等有温度、接地气、聚民心的
人文交流活动，深挖红色资源，讲好两
国人民友好故事，把中越友好接力棒一
代代传下去。

———密切多边协作，促进亚洲繁荣
振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也是联合
国成立 80 周年。 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 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平
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
全球化， 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捍
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贸易战、关税
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 要坚
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
境。 要加强在东亚合作、澜湄合作等机
制内协调配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
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中越两国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
划界的成功实践表明， 双方完全有能
力、有智慧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好海上问
题。 双方要落实两党两国高层共识，发
挥好海上谈判机制作用，妥善管控海上
分歧，持续扩大海上合作，为最终解决
争议积累条件。 要全面有效落实《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
则”磋商，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将南海
真正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
之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同越
南一道，携手前行、继往开来，续写中越
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篇章，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月的越南首都河内，春意正浓。走进象征两国友
好的越中友谊宫，一株新栽种的树正蓬勃生长，树前
石碑上写着“越中人文交流树，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
种植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

2017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越南，抵达河内当天就出席了越中友谊宫落成移
交仪式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揭牌仪式。

“中越关系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 ”2023 年 12 月访问越南前夕，习近平主席在越南
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习近平主席的关心和推动下，中越两国的人文
交流日益密切，不断为两国友好注入蓬勃动力。

一场难忘的会见

2023 年 12 月 13 日， 位于河内的国家会议中心，
在鲜花、笑脸、掌声、欢呼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
彭丽媛同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夫妇共同会见
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

“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见。 我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中越友好的根基在人民’。 ”越南著名将
领洪水的外孙女、越通社《越南画报》副总编何氏祥秋
回忆说，“建交 75 年来， 越中友好合作关系获得良好
发展，充分印证这一深刻论断。 ”

“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习近平主席多次引
用越南老一辈领导人胡志明的诗句，阐释中越传统友
谊的弥足珍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这深深激励着
我。 ”另一位亲历者、越中友协副主席阮荣光说。 阮荣
光研究中国问题和越中关系近 50 年， 参与翻译和编
校了 10 余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越南文版。 他说，他愿继续做好“越中友好
故事的讲述者”。

“从‘两国将军’洪水到中国传统经典名著在越南
家喻户晓，习近平总书记在现场娓娓道来一个个越中
友好故事，让我特别感动。 ”越南国家歌舞剧院常任指
挥童光荣也参加了 2023 年 12 月的会见活动。

“我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访问越南期间
观看演出后，同参加演出的我们一一握手，亲切地同
我们这些常去中国演出的人交流， 还鼓励我要继续
‘加油’，让我倍感温暖。 ”童光荣对记者说。 童光荣和
中国作曲家莫双双是一对“跨国伉俪”，两人联手创立
了新活力民族乐团，以越南传统竹乐融合中国音乐元
素。 他说，将把“这份温暖”注入未来的越中人文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在越南抗美救国斗
争中， 广西桂林南溪山医院救助了 5000 多名受伤的
越南战士。 “我听到这里，热泪盈眶，自豪感、使命感油
然而生。 ”南溪山医院医生邓恋当时作为中国青年代
表在现场聆听讲话。

（下转三版）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 4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
总统普拉博沃互致贺电， 庆祝中印尼
建交 75 周年。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印尼是隔海
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建
交 75 年来，双方风雨同舟、精诚协作，
两国关系长足发展， 中印尼友好深入
人心。 去年，我同总统先生两次会晤，
一致同意坚定支持彼此国家发展愿
景，携手走好各自现代化道路，构建具
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

同体，引领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 中印尼同为发展中

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力量，双方合
作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 我高度
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 愿同总统先生
一道努力，以庆祝两国建交 75 周年为
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加强多边战略协调， 不断丰富中印尼
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 打造发展中
大国精诚团结的典范、 共同发展的样
板、南南合作的先锋，共同促进人类进
步事业。

普拉博沃在贺电中表示， 值此中
印尼建交 75 周年之际，我谨代表印尼
政府和印尼人民， 向习近平主席和中
国人民致以诚挚祝贺。 印尼同中国的
友谊源远流长， 两国伙伴关系强劲富
有活力。 双方政治、经济、人文、海上、
安全“五大支柱”合作持续快速推进。
我衷心希望继续深化两国合作， 拉紧
两国人民友好纽带， 为世界和平稳定
作出积极贡献。

“8111 号—8123 号，这几个房间安
排女士住，8124 往后的所有房间让男学
员住……”见到陈分新时，他正在和旬
阳市委党校老师电话沟通，为即将到来
的旬阳市 2025 年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后备力量素能提升培训班 63 名学员安
排食宿，《新时代如何深化村民自治》等
课程已衔接准备到位。

提起旬阳市棕溪镇王院村，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集诸多国字号荣誉于
一村，村党支部书记陈分新先后被表彰
为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中共十六大、十九大代表，第十一
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为地方发
展建言献策的同时，也让更多人知道陕
南乡村的蝶变。

知道我们对振兴学堂倍感兴趣，陈
分新建议边走边看边听他介绍。

村委会旧址里面三楼正在扩建餐
厅，完工后可同时容纳 200 余名学员就
餐，现在一二楼以宿舍为主。 陈分新指
着二楼东头的那间房子介绍，2022 年 3
月 8 日振兴学堂正式开班，就是那一间
教室，当天容纳了 56 名学员，共 7 间宿
舍， 第一批学员是 21 个镇的镇党委副
书记、示范村支部书记以及市直相关单
位干部。

随着后来周边各单位前来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 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等，西
安、湖北等地团队也慕名而来，学堂扩
建提升迫在眉睫。 2022 年 11 月 8 日再
次开工 ，2024 年 7 月 1 日正式投入使
用。 每一个时间节点，陈分新都记忆犹
新。

如今 43 间房可接待近 200 名学
员，新的培训大楼里配套建设多功能培
训室、党员活动室、电商直播中心、农产
品展示中心、村史馆、反邪教警示教育
基地，完备的不仅是硬件，更是王院村
日渐提升的思想理念。 自开班以来，已
累计培训学员 2.4 万余人次。

如果不是在村史馆 《奋进王院》听
陈分新讲村史、看展陈，绝对想不到这

个村子 30 多年前的样子：出行难、饮水
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人均纯收
入不到 400 元。

陈旧的黑白照片上，陈分新带领村
民用钢钎、铁锤凿出通村通组公路的场
景历历在目。 通的是路，变的是思想，向
贫困宣战的决心正如一锤一钎修路般
坚定。 水电问题陆续也在解决，两层楼
的村级小学也建了起来……一张张照
片也从黑白变成了彩色。

2021 年，旬阳推行乡村振兴“1226”
示范体系建设，王院村作为旬阳六个样
板村之一， 在探路勇闯中实现新的飞
跃，兴办振兴学堂、创建省级旅游示范
村、建设研学基地，也让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思路愈加明晰。

振兴学堂，何为“振兴”？ 陈分新认
为既要把奋进王院的精气神接续传承，
也要让前来学习的学员精神层面有所
收获。 今年 2 月 14 日—16 日， 西安市
长安区砲里街道办 40 多名学员结束两
天学习后，纷纷感慨不虚此行。

结束参观，从村委会出发，不到五
分钟，便到了新建的研学基地。 一排排
古色古香的建筑主体基本完工， 贴砖、
刷保护漆、打扫卫生、挖掘机作业，二三
十个工人忙而有序。 “这个地方排水问
题考虑欠妥，当紧要做下水管道。 ”陈分
新介绍间隙，向研学基地设计师雷升齐
叮嘱道。

要让学员有所学、有所看、有所干、
有所悟， 这也是建立研学基地的目的。
研学基地占地 5000 平方米， 去年年底
开始动工，计划今年 9 月份开园。 一楼
是农耕文化展览馆， 二楼以民宿为主，
旁边几间房子保留了最原始的样子，豆
制品加工坊、古法酿酒坊、品酒坊、粉条
加工坊、老式火炉、红薯窖等，在这里能
够实地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

说到经验，一路走来，陈分新最大
的感受就是因地制宜、实践出经验。 振
兴学堂的感召力富了群众脑袋，也鼓了
群众口袋。 王院人民从不缺的就是比勤
劳、比务实、比干劲。

陈分新特意提到五组的邱德海，他
家种植 40 多亩魔芋、8 亩金银花，其妻
子肖治弟忙于家里电商生意， 野竹笋、
香椿等产品在全国市场走俏，仅电商一
年增收 10 万余元。 靠着自己摸索的魔
芋种植经验， 邱德海也成了学堂里的
“土专家”。

陈分新掏出手机，让我们看邱德海
的《魔芋新栽培技术》PPT 课件。邱德海
用最直观的方式呈现自己总结的魔芋
“三不种”、种植失败的四大因素等。 此
课程也成了每年高素质农民培训班的
必选课程之一。

参观产业基地、 分享增收模式，也
成了振兴学堂的精品户外课程。

陈分新带我们去了二组的肉牛养
殖基地。 见有人来，工人向福金忙起身
打招呼，陈分新介绍，像他一样的长期
工还有 5 个人， 人均年增收 3 万余元。
养殖场每年会给村集体 12 万元的固定
租金，现在旬阳各大酒店的餐桌上每天
都有来自王院养殖基地的牛肉，企业盈
利、集体受益，双方共赢。 2023 年，王院
村村集体经济收入 75 万元，2024 年破
百万元。

“有人走进来学， 我们也要走出去
看。一定要跳出王院看王院。 ”这是一路
介绍中陈分新反复提到的话，“县镇也
给我们创造了不少外出学习的机会，村
组干部、能人大户先后到石泉、宁陕、平
利、汉阴去学习过。 今年，我还想去浙江
义乌看看， 说不定电商小镇的想法，在
王院还真有些干头。 ”说到这里，我们才
对教学楼直播间门上的标语“窗口在王
院、基地建周边、销售在全国”有了新的
认识。

返回村委会的路上，陈分新说他最
近一直在思考如何促进农副产品畅销、
如何让农户适应互联网思维，振兴学堂
的课程更新他也有了新的眉目。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推动安康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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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堂奔涌新活力
———旬阳市棕溪镇王院乡村振兴学堂的创新实践

通讯员 黄妮

在石泉县城关镇龙堰村紫皮长茄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抢抓时令移栽开春第一茬紫皮长茄幼苗，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春
播景象。 近年来，该镇通过“企业制定标准、合作社统一管理、农户按单生产”的模式发展订单蔬菜产业，栽种订单紫皮长茄
200 余亩，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增利。 董长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