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领 · 服 务 · 联 系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主办

星期三 甲辰年八月廿三 总第 10487 期
CHINA WOMEN'S NEWS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03 邮发代号1-7
今日
8版2024年9月 25 日

/中国妇女网 / http://www.cnwomen.com.cn /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9月24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在北京市第八中学出席“中美友好
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文体联谊活动。

彭丽媛同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青
少年代表团亲切交流。彭丽媛欢迎老
师和同学们来华参访，亲身了解中国，
感知真实的中国。期待中美两国青少
年相知、相交，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
量。

彭丽媛同中外嘉宾一道观看了中
美青少年篮球友谊赛，并为双方队员
颁发纪念奖牌。两国学生啦啦队表演
了充满活力的健美操，赢得现场阵阵
掌声。

彭丽媛观看了美国青少年代表团
访华视频。美方学生代表兴致勃勃地
介绍了这次参访中国多个省市、了解不
同民族风情、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难忘经历和感受。美国林肯中学副校
长阿门愉快地回忆起2015年接待习近
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访问林肯中学的
情景，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两国青少
年交往的关心和支持，愿为促进两国民
心相通积极贡献力量。彭丽媛表示，这
次参访活动非常丰富多彩，同学们和中
国青少年结下了深厚友谊，相信将在大
家心里留下美好印记。中美关系的未

来在青年，希望大家回国后同家人、朋
友、同学分享访华见闻，传递中国人民
的友好情谊，让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之
树不断开花结果。

最后，中美青少年齐声合唱中文和
英文歌曲，彭丽媛同两国学生亲切合影
留念，现场气氛热烈友好。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

旧金山宣布“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
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这次华盛
顿州10多所中学近百名师生系应全国
对外友协邀请来华参访。

彭丽媛出席“中美友好 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文体联谊活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50个会场，5000余对新人，在全国
人民的见证下，共同许下“相守一生、白
头偕老”的幸福承诺。这一刻，山海相
约，万人同誓；这一刻，家国同庆，幸福
爆棚。

连日来，“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全
国万人集体婚礼不仅在社交媒体刷屏，
也成为各地青年热议的话题，大家在为
万人集体婚礼点赞、为新人送上祝福的
同时，也纷纷表示将自觉移风易俗，争
做新型婚育文化的倡导者。

家国同庆 让爱情反璞归真
“个人是国家进步的基石，而国家

的发展是个人幸福的保障。”见证万人
集体婚礼，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董乐感受到的是“爱国爱家同
频、家国情怀共融”。身处科研一线，董
乐表示，将努力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力
量，“用心经营好自己的家庭，传承中华
传统家庭美德，践行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愿小家幸福美满，愿国家繁荣
昌盛。”

“婚礼虽然简办，但仪式感满满，幸
福感更浓，更有喜庆氛围。”在重庆分会
场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周桦、尹遥梦仍
然沉浸在幸福之中，“集体婚礼让我们
不仅得到了亲友的祝福，还让现场所有
朋友见证了我们共赴婚姻殿堂的‘人生
时刻’，很有纪念意义。”

在陕西分会场与北京主会场的连
线中，来自陕汽控股的新人杜凌波、雷
捷康分享了他们携手实现制造强国梦
想的爱情故事。

“他们的故事，是青春与梦想的交
响曲，更是对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长

安大学长安都柏林国际交通学院2021
级学生曲冠楠被雷捷康与杜凌波的爱
情故事所打动，“我将以他们为目标，努
力学习专业知识，锤炼本领，为国家的
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青春与智慧。”

“万千家庭共庆祖国华诞，祖国见
证每一个家庭幸福时刻。这场特殊的
集体婚礼营造出了浓厚的喜庆氛围，快
乐加倍、祝福加倍、幸福加倍。”在24岁
的河南濮阳市民赵佳明看来，这场集体
婚礼对新人来说意义非凡，是一个宣告
爱情和婚姻的机会，也是展示自己幸福
生活的舞台。

“没有昂贵的聘礼，也没有铺张的
场景，集体婚礼为新人‘减负’、为幸福

‘加码’。”徐雷是一名“95后”博士生，万
人集体婚礼让正在筹办婚礼的他印象
深刻，“与全国各地的新人共同举办婚
礼，形式简约但氛围温馨。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

“这场集体婚礼让我深受感染，大
为感动，让我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憧
憬与信心。”来自长沙师范学院的陈媛
说：“这些新人来自祖国各地，他们坚守
在不同岗位，在不同领域里发光发热；
他们与恋人彼此尊重、相互成就，对生
活充满热情与期待，用理解、包容与爱
成就幸福婚姻。”作为新时代的女大学
生，陈媛认为，婚姻的幸福不在于婚礼
的奢华与排场，而在于两颗真诚相待的
心，两个人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倡树新风 让文明之花绽放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彩礼聘

金。跟以往大操大办不一样，这场婚礼
不攀比、不浪费，更符合年轻人的期待。”
来自山东日照莒县的王势超、李喆夫妇
认为，这场万人集体婚礼树立了积极向
上的婚恋示范，向全社会倡导了文明健
康的婚育新风。 （下转2版）

同抒家国情怀 共倡文明风尚
——2024年全国万人集体婚礼引发各界青年热烈反响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 赵曦

“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国泰安宁……”
9月22日上午，“家国同庆·见证幸福”2024年全国万人

集体婚礼爱在北疆·内蒙古分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
草原千人会议中心举行，内蒙古近300对新人齐声合唱《站在
草原望北京》。

内蒙古分会场是与北京主会场视频连线的6个分会场之
一，也是此次全国万人集体婚礼现场新人人数最多的省份。
新人来自内蒙古12盟市及区直机关、区属企业，集合汉族、
蒙古族、满族、回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多个民
族，其中农牧民新人6对，军警、消防新人26对。

当天，新人带着2400万祖国北疆儿女的祝福，带着对忠
贞爱情的憧憬、优良家风的传承、美好未来的期许，与各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9个会场新人视频连线、浪漫联动，
整场婚礼呈现出草原风情的和谐壮美，诠释着北疆爱恋的真
挚醇厚，绘制出一幅纯真爱情与家国情怀交织的动人画卷。

小爱融入大爱 携手奔向未来
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千人会议中心一派喜气洋洋，奶

茶浓香、琴声悠扬，欢声笑语回荡……
上午9时许，伴随着欢腾的群舞《爱的祝福》，集体婚礼拉

开序幕，舞者身着五彩斑斓的服饰，如同草原上最绚烂的花
朵，向新人送上美好祝福。

幸福洋溢的新人从妇联工作人员精心布置的婚房出发，
携手穿过草坪，步入“模范自治区”内蒙古分会场。

“祖国北疆是我们的‘大家’。今天，我们结婚了，我们要
汉蒙情深，同心奋进，营造好幸福小家，为民族团结之家增添
吉祥安康。”新人们说。

与北京主会场连线之际，身穿民族服装的新郎邱益伟
和身穿中式婚服的新娘张翘，手持汉蒙双喜非遗剪纸作品，
向全国的新人深情讲述民族融合、情深意厚、同心奋进的爱
情故事。

“一拜盛世华年，祝祖国繁荣昌盛；再拜高堂至亲，祝家庭
和睦延绵；三拜伉俪同心，祝婚姻幸福美满。”在主会场主持人
的引导下，新人们完成传统的三拜之礼，在全国人民的见证祝
福下，互宣爱的誓言、互换纪念婚戒、共赴白首之约，将整场婚
礼推向高潮。

在这美好时刻，新人和嘉宾们喜悦分享由自治区妇联特
别准备的婚礼蛋糕和幸福甜品，感受温馨气氛。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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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
列硬措施，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同时，
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问题仍较突出，耕地保
护形势依然严峻、任务更加艰巨。为加
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
平衡，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

善占补平衡，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将耕地保护作为系统工程，
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保护，尊重规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久久为功，充分调动各类主体保护耕地

积极性，提高耕地生产能力，稳步拓展
农业生产空间，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工作中要做到：
——坚持量质并重。在保持耕地数

量总体稳定前提下，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坚持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田水利建设相
结合，真正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
农田。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切实做
到数量平衡、质量平衡、产能平衡，坚决
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整补散。

——坚持严格执法。实行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
施保护耕地，分级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
耕地保护主体责任，整合监管执法力
量，形成工作合力，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

——坚持系统推进。把耕地保护
放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现代化中考量，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
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

——坚持永续利用。处理好近期
与长远的关系，推进耕地用养结合和可
持续利用，保持和提升耕地地力，既满
足当代人的需要，更为子孙后代留下更
多发展空间。

主要目标是：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
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任务，全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65亿
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5.46亿亩，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
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
化良田；耕地保护责任全面压实，耕地
质量管理机制健全，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严密规范，各类主体保护耕地、种粮抓
粮积极性普遍提高，各类耕地资源得到
有效利用，支撑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
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一）坚决稳住耕地总量。逐级分解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纳入各
级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到地块并上图入
库。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作为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
务，确保耕地保护红线决不突破。

（二）持续优化耕地布局。南方省份
有序恢复部分流失耕地，遏制“北粮南
运”加剧势头。各地要结合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开展土壤农业利用适宜性评
价，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
农田建设、优质耕地恢复补充等措施，统
筹耕地和林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保
护。自然资源部要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
门制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
法，推动零星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整合
调整，促进集中连片。 （下转2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

（2024年2月5日）

□ 新华社记者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也是最伟大的书写者。
75载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谱写了恢弘

壮丽的史诗，铸就了人民共和国彪炳史册的伟业。
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万山磅礴看主峰——
坚强核心凝聚力量，科学理论指引方向

九曲黄河，千回百转，奔流激荡。
一部治黄史，也是一部治国史。一组数据对比鲜明：新

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溢1500多次，改道
26次，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苦难；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70
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20多年不断流。 （下转3版）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光辉历程经验与启示述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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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万人集体婚礼内蒙古分会场现场。 内蒙古妇联供图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韩亚聪 见习记者 车雨萌

24岁的新疆女孩古力切尔正在设计自己的嫁衣。
那是一件极具哈萨克民族特色的套装——红色的外衣上点缀着牡丹花，碧绿

的枝叶相连相通，菱形的装饰串联其中，白色的马甲与外衣相互映衬。“自己亲手设
计、刺绣的嫁衣，与流水线上的意义肯定不一样。”古力切尔憧憬地说。

哈萨克刺绣工艺复杂、图案繁多，素有“千针万线绣花毡”之称。一个小小的花
毡就已“千针万线”，要在最隆重场合亮相的嫁衣自然更加需要精细。尽管如此，这
个哈萨克族女孩仍然执着地“要自己动手”。

这源于那份朴素的传承。7岁时，小古力切尔就在妈妈的指导下接触哈萨克
刺绣，她的第一个作品就是给心爱的芭比娃娃的裙子上绣下可爱的图案。当十字
绣流行后，她的刺绣功底又有了用武之地。

“但还是觉得自己的设计和搭配还不成熟。”古力切尔说，15岁时，她开始跟着
哈萨克刺绣非遗传承人乌水提汗·克尔曼学习，“手法越来越熟练了，颜色搭配也更
好了，还多了一份副业，太感谢师父了。”

听着徒弟的夸赞，乌水提汗欣慰地笑了。“我这十几个徒弟都学得很快，能把民
族特色的技艺传承下来，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一〇四团畜牧连，62岁的乌水提汗是很多妇女心
中的主心骨。从小就喜欢刺绣的她，至今已绣了40多年。她不仅将刺绣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还建起了刺绣加工基地和刺绣展览馆。

展览馆内，花毡、靠垫、桌垫、挂饰、民族服饰一应俱全，一间小小的屋子传递着
浓浓的民族风。

在这间屋子里，23岁的周帕尔也有很多收获。“自从跟师父学刺绣，我不仅提
高了技术，在事业上也得到了很大帮助。”跟着乌水提汗学习刺绣近10年，周帕尔
也从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大学毕业后，周帕尔开起了婚纱店，她会在自己店里的
婚纱上亲手刺绣，“很受顾客欢迎。”和好姐妹古力切尔一样，她也计划在自己的婚
礼上穿上自己亲手绣制的嫁衣。 （下转2版）

古力切尔的嫁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