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货运车
辆道路交通事故，进一步规范道路通
行秩序，近日，盘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聚焦货车交通安全管理，组织开展货
车重点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以高
压严管态势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此次整治行动围绕辖区国省道重
点区域及路段，采取“定点检查+流动
巡查”相结合的执法模式，重点针对重
中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等车辆，严查
超限超载、涉牌涉证、疲劳驾驶、超速
行驶、无证驾驶、无牌套牌等突出交通
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切实形成严管震慑效应。

执法过程中，交警部门在依法查
处违法行为的同时，同步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通过向驾驶人讲解超限
超载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强化“查处
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宣传效果，
全面提升驾驶人安全意识与文明出行
意识，助力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
环境。

接下来，交警部门将保持整治行
动常态化，持续加大对货车交通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态度筑
牢交通安全防线，为市民平安出行保
驾护航。

（谢吉文 侯有福）

盘州市专项整治货车重点违法行为

以高压严管态势
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本报讯 6 月 21 日，2025 年青少年
关爱保护“润苗行动”——“今天我当
防溺水救援小队长”公益实践活动在
凉都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

活动由共青团六盘水市委、六盘
水市旅游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举办，旨在通过知识讲解、自救技能实
操训练、场景模拟等“沉浸式”体验，以

“寓教于乐、防患未然”的方式提升青
少年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在“水域安全大作战”环节，教练
通过生动的案例讲解和互动问答，引
导小学员们认识池塘、水库等看似平
静水面下暗藏的隐患，并讲授判断水
域安全性的实用方法。通过学习，小
学员们将“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
水”的防溺水核心准则牢记于心，安全
意识得到显著提升。

“保呼吸，稳体位，借外力！”在专
业教练的保护和细致指导下，小学员

们体验并初步掌握了落水瞬间如何
控制惊慌、调整呼吸等游泳技巧，通
过反复练习憋气、水中漂浮（如图），
认识到了保持冷静和保存体力的重
要性。“沉浸式”的实战演练，极大地
增强了小学员们在突发溺水中的生
存信心和自救能力。

教学过程中，教练将“叫（大声呼
救）、打（拨打急救电话）、伸（利用长杆
等延伸物）、抛（抛掷漂浮物）”四字救
援口诀深植于小学员们心中，成功传
递了“救助他人，先保自身安全”“专业
救援是首选”的科学理念。

本次活动不仅为小学员们带来了
一堂生动的防溺水救援课，更赋予了
他们识别风险、自救求生和科学助人
的宝贵技能，这些浸润着汗水与思考
的“安全种子”，将在他们的心中生根
发芽，成为守护他们夏日戏水的“安
全盾牌”。 （孙 甯）

六盘水开展2025年青少年关爱保护“润苗行动”

“今天我当防溺水救援小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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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幸福六盘水共建共享幸福六盘水

防 汛 安 全 小 知 识
暴雨天气大量的降雨，极易导致

洪涝、城市积水、道路堵塞交通中断等
问题发生，若不注意预防，会造成生命
财产损失，这些防汛安全小知识抓紧
了解！

暴雨来临时采取防范措施
1、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

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
气等设备。

2、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
电源。

3、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
的通道。

4、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
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5、在山地如发现水流湍急、浑浊
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暴发的前
兆，应离开溪涧或河道。

6、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
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
方路段。

7、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
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

8、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
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

9、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求救。
雨季防雷注意事项

1、夏季气候炎热，雷雨天气较多，
此时外出旅游，尤其是游览大山古刹
时，一定要注意防止被雷电击伤，千万
莫要掉以轻心。

2、在打雷下雨时，严禁在山顶或
者高丘地带停留，更要切忌继续往高
处观赏雨景，不能在大树下、电线杆附
近躲避，也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
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或尽可能
找房子或干燥的洞穴躲避。

3、雷雨天气时，不要用金属柄雨
伞，摘下金属架眼镜、手表、裤带，若是
骑车旅游要尽快离开自行车，亦应远
离其他金属制物体，以免产生导电而
被雷电击中。

4、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
边游泳、划船、垂钓等。

5、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之时，若
旅游者在旅店休息，应立即关掉室内
的电视机、收录机、空调机等电器，以
避免产生导电。打雷时，在房间的正
中央较为安全，切忌停留在电灯正下
面，忌倚靠在柱子、墙壁边、门窗边，以
避免在打雷时产生感应电而致意外。

6、当发生雷击时，旅伴应立即将
病人送往医院。如果当时呼吸、心跳
已经停止，应立即就地做口对口人工
呼吸和胸外心脏按摩，积极进行现场
抢救。此外，要注意给病人保温。若
有狂躁不安、痉挛抽搐等精神神志症
状时，还要为其作头部冷敷。对电灼
伤的局部，在急救条件下，只需保持干
燥包扎即可。树木下、靠近河湖池沼
以及潮湿地区是雷击事故多发区。

7、在室外，要考虑到雷电活动区
域，看雷电活动远近，一般是听雷声就
能判断出远近，不要躲到避雷针和大
树下面。在空旷的地方不要打雨伞，
因为雨伞有针尖，电场强度要集中
些。不要在空旷地方打手机。要蹲下
来，两脚并拢。

8、如遇雷雨天气，最好躲入一栋
装有金属门窗或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
内。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

“避雷所”，一旦这些建筑物或汽车被
雷击中，它们的金属构架或避雷装置
或金属本身会将闪电电流导入地下。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

本报讯 时下，正是农作物生长的好
时节，盘州市新民镇6000亩辣椒长势喜
人，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
行”，奏响了一首乡村振兴“椒响曲”。

近年来，盘州市新民镇结合当地气
候、土壤、交通等区位优势，把辣椒产业
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来抓。今年，
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贵州南椒食品有限
公司在嘿啥村、白鱼村、雨那村、五嘎村
等 7 个村种植辣椒 6000 亩，涉及农户
4300户。今年种植的辣椒品种丰富，有
二荆条、子弹头、草莓椒、满天星椒等。

新民镇采用“公司＋农户＋合作
社”模式，不仅为农户提供辣椒种苗，还
提供技术指导，确保辣椒的品质和产
量。农户与公司签订合同，按照公司要

求进行种植，收获的辣椒由公司统一收
购，解决了农户销售的后顾之忧。贵州
南椒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丽萍介绍：

“平均亩产量有 2 吨，按目前的市场行
情，一吨有7000元左右收入，辣椒销往
四川、上海、北京、广州等地。”

“公司实行保底收购，让老百姓种
植辣椒收益稳定。”新民镇椒山红辣椒
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朱忠跃说。

新民镇辣椒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
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动力。未来，新民镇将继续深化产
业发展，不断完善产业链，提升辣椒产
业的附加值，让小小辣椒成为乡村振兴
的“大产业”。

（邓永长 万文贤）

本报讯 六月的牛场，青山如黛，碧
水潺潺。眼下，正值烤烟管护的黄金时
节，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一场与
时间赛跑、为增收护航的烟叶管护行动
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烤烟产业作为六枝特区牛场乡农
业产业的重要支柱，眼下已进入旺长
期。远远望去，牛场乡的800亩烤烟基地
翻涌着层层绿浪，肥硕的烟叶在阳光下
泛着油润的光泽。弯腰劳作的村民们正
精心管护着这片“绿色宝藏”，他们或是
猫着腰在烟垄间，忙着进行揭膜培土（如
图）；或是手持锄头，熟练地铲除烟株周
围的杂草，防止杂草与烟叶争夺养分和
水分；或是认真检查烟叶的生长情况，及
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问题。“下一步，我
们还要开展打顶抹芽、扫脚叶等管护工
作。”烟农陈华说。

在烟田一角，六枝特区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技术员田俊正在田间课堂开
展实操演示，耐心细致地指导村民科学
开展田间管护，严把揭膜、薅铲等各个
环节的质量关。

据了解，为了确保烤烟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牛场乡早部署、早行动，在播种
育苗、烟叶移栽、大田管理等多个环节，
为烟农制定了详细且科学的管理方
案。同时，加强与六枝特区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合作，定期组织农业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为烟农提供种植技术培
训和现场指导，将先进的种植管护技术
带到田间地头。田俊说：“为保障土地不
受地膜的污染，我们给烟农每亩50块钱
补偿，回收的地膜可以制作成胶膜板。”
目前，牛场乡烤烟整体生长态势良好。

（周 兰 浦仕美）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
‘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
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
神’。”6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
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第二届中国—
中亚峰会并作主旨发言，宣布“中国－
中亚精神”。这一精神根植于六国在长
期合作中形成的共同理念和价值，得到
了中亚各国元首一致认同与支持，为中
国和中亚国家朝着命运共同体目标加
强合作规划了清晰路径。

6月22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
题组撰写的智库报告《弘扬“中国－中
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
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面向
全球发布。报告全面深入解读、阐释了
中国－中亚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双方
合作的巨大机遇和广阔前景。

报告认为，在新的时代，中国与中
亚成为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伴、好兄弟，在亚欧大陆开创了睦邻
安邻富邻的新局面，探索形成了“中
国－中亚精神”，共同为世界打造了区
域合作的样板和典范。

中国－中亚打造区域合作典范
6月19日，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

爱菊健康生活体验馆再添“中亚味
道”——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苹果饮料，
搭乘中欧班列抵达西安，为消费者提供
了更多“舌尖上的选择”。

2015年，看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机遇，爱菊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开始
了“国外种地”的创业之路。经过10年
深耕，爱菊集团已在哈萨克斯坦北哈
州建立起年产百万吨的农产品经贸园
区，并把哈萨克斯坦的蜂蜜、饼干、冰
淇淋等农产品运至国内。以哈萨克斯
坦面粉为原料做成的油泼面，受到消
费者追捧。

这是中国－中亚经贸合作的一个
缩影。2023 年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举
办以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
路”走深走实，经贸合作潜力不断释放，
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2024年，中
国同中亚国家贸易总额达948亿美元，
较上年增加 54 亿美元，较建交初期的
4.6亿美元增长上百倍。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
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指出，
新时代以来，中国－中亚合作在经贸往
来、基础设施、能源合作、新兴领域、发
展能力建设、文明互学互鉴、维护和平
安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互联互通，

为中国－中亚深化合作奠定基础。中
欧跨里海直达快运开通，中吉乌铁路
项目正式启动，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
和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分别投
运，越来越多中国城市开通中亚班列
和空中航线，使中亚各国从“陆锁国”
变成“陆联国”，中国同中亚经贸合作
更加通畅，民众往来更加便捷。中国
的减贫经验、鲁班工坊等助力中亚增
强内生发展动力。

——文明互学互鉴筑牢精神纽带，
为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报告指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明对话
不断深化，双方在医疗、旅游、文化交流
等领域增强合作，中亚国家旅游年、文
化年、艺术节在中国广受欢迎，《山海
情》《我的阿勒泰》等中国影视作品走红
中亚，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人文
动力。如今，中亚是中国入境旅游增长
最快和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中国也是
中亚地区的主要客源国。

——和平安全稳定筑牢发展基础，
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树立
典范。2024年9月，中国－中亚公安内
务部长会晤机制首次会议在连云港启
动；2024年11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
境合作中心地方政府协调机制第一次
会议举行……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
以共建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在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合
作，共同筑牢地区安全防护网。西北大
学中亚研究院院长卢山冰说，一个稳定
团结和平的中亚正在加速形成，为地区
长治久安注入强劲动力，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
牢固。

中国－中亚合作蕴含巨大机遇
回望历史，早在2100多年前，汉代

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同中亚
友好交往的大门。如今，随着中国同中
亚合作全方位提速升级，绵延千年的丝
路情谊焕发更多新活力。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
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认为，
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以及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中国－中亚
合作带来巨大机遇，双方正加快丰富多
元的新领域合作，不仅增进地区福祉，
也将为亚欧大陆繁荣注入新动能。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新
机遇新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
献率最高的国家。中国在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与

中亚国家共同做大互利互惠蛋糕，双方
充分发挥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为产供
链协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中
哈、中乌实现互免签证，去年仅中哈人
员往来就超过120万人次。随着签证互
免等政策红利释放与市场需求不断升
级，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旅合作将进入新
的机遇期。

——绿色、数字等新领域合作蕴含
巨大潜力。中亚国家可再生资源丰富，
有着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需求，中国可
为中亚提供所需的投资与技术，深化清
洁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全方位合作。伴
随中欧班列数字化升级、海外仓储和物
流网络不断扩展，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加
快数字基础设施与物流配套网络建设、
提升数字营商环境等方面具有广阔合
作前景。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航空航天成为双方合作新的增长
点，跨境电商、在线教育等新模式新业
态惠及中国和中亚国家广大人民。

——区域合作带来更广阔地缘经
济优势。中亚地处亚欧大陆的十字路
口，历史上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贸易与文
化交流。新时代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网络的升级，
显著提升了中亚作为亚欧大陆交通枢
纽的地位。随着中国－中亚合作进一
步辐射亚欧大陆，中亚国家将拥有更突
出的地缘经济优势，经济韧性与国际影
响力将进一步增强。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副
校长洛塔认为，中亚国家和中国在历
史、科技、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合作机
会广泛，期待中亚国家和中国通过相互
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共同为地区繁
荣发展作出贡献。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推进共同
现代化

报告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弘扬
“中国－中亚精神”，锚定命运共同体目
标，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
措加强合作，共同书写区域繁荣的新篇
章，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稳步前行。

——守望相助，筑牢区域命运共同
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与中
亚国家在涉及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
核心问题上要继续坚定给予彼此明确、
有力支持。报告呼吁，中国与中亚国家
应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加强中国共
产党与中亚各国主流政党的交流，积极
搭建完善各层级合作平台，加速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元首峰会成果落实落地，助力中

国－中亚机制进一步向实体化迈进。
——共同发展，共创区域繁荣新篇

章。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持续向
“绿”向“新”发展。从共建研发中心、联
合实验室、农业产业创新园，到推广农
业机器人、农业遥感、农业大数据应
用，中国与中亚国家可进一步创新农
业合作新路径，推动农产品进出口贸
易发展。下一步，中国与中亚国家需
加强气候治理与绿色能源合作，加快
绿色经济转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助力传统合作项
目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朝着更广范围
拓展互联互通。

——普遍安全，共建安危与共新屏
障。中国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唇齿相
依，地缘因素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
全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诉求和利益汇
合点。面对全球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
全威胁交织叠加，中国与中亚国家需保
持对“三股势力”零容忍，加大去极端化
合作，支持各自维护自身政治安全和社
会稳定，共同打击贩毒、非法移民、洗
钱、武器弹药爆炸物走私、网络犯罪、经
济犯罪等跨国犯罪，共同应对气候、网
络、生物、金融、粮食、能源、数字、新兴
科技领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

——世代友好，共谱民心相通新乐
章。“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
鉴，因互鉴而发展。”千百年来，中国同
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
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
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报告认为，
中国与中亚国家应持续推动教育、旅游
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通过教师互
聘、互派留学生、完善丰富旅游线路等
方式，增进民众相互兴趣和相互了解，
推动中国文明和中亚文明互学互鉴、交
相辉映。

阅读报告后，《中立土库曼斯坦报》
总编辑布洛娃说，中亚国家和中国之间
的友谊源远流长，在“中国－中亚精神”
的指引下，中亚和中国的关系也会继续
向高水平发展。

山水相连，心手相牵。无论是穿越
天山的铁路、点亮中亚的绿色能源，还
是流淌在民间的文化交融，都成为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脚。站
在历史新高点，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在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共同书写区域繁荣的
新篇章，为人类迈向更美好的未来点亮
希望之光，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
性与正能量。

（新华社6月22日电）

共筑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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