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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5
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莱希在直升机
事故中不幸遇难向伊朗第一副总
统穆赫贝尔致唁电。习近平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
悼，向穆赫贝尔第一副总统、莱希总
统亲属以及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
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莱希总统就任以

来，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促进国家
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巩固
和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
积极努力。他的不幸遇难是伊朗人
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

了一位好朋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十分珍视中伊传统友谊，相信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伊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一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习近平就伊朗总统莱希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向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致唁电

新华社上海5月20日电（记
者 杨金志 郭慕清）枇杷黄后
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

樱桃红了，芭蕉绿了；风吹麦
浪，蝶戏纱窗……光阴不疾不徐，
夏天就这样一点点丰腴起来。每
年公历5月20日至22日，太阳到
达黄经60度，人们迎来节气——
小满。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八个
节气，也是夏季第二个节气。《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四月
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
此处四月是指阴历四月，这时北
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
灌浆饱满、将熟未熟，所以叫小
满。

南方地区的农谚，赋予小满
以更丰富的内涵，如“小满不满，
干断田坎”“小满小满，江河渐
满”，还有“小满不满，芒种不管”

等，用来形容雨水盈缺。小满时节，
南方地区雨量开始逐渐增加，降水
变得频繁，只有田里蓄满水，到芒种
时才能栽插水稻。

无论哪种解读，都与农事有
关。古代文人爱写小满，留下无数
诗词佳句，其中不乏描绘这一节气
的美丽与农事繁忙的作品。

宋代欧阳修曾以“小满”为题作
诗曰：“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

大意是，在小满时，夜莺在茂盛
的绿柳枝头声声啼鸣，明月照亮了
万里长空。我最喜欢观看这个时节
田垄间的麦子了，在初夏的风中轻
轻摇曳笑看那满地落花。熏风徐
来，麦浪翻滚，落红满地，欧阳修寥
寥几笔，写尽小满时乡间美景，令人
心醉。

明代书画家、篆刻家文彭曾作
《四月》一诗，字里行间涌动着江南

田园生活的烟火韵味，读来雅趣横
生。诗曰：“我爱江南小满天，鲥鱼
初上带冰鲜。一声戴胜蚕眠后，插
遍新秧绿满田。”

古往今来，无数诗人用笔墨诉
说对小满的喜爱，除了万物欣欣向
荣的景致，更爱“小满”二字的意境
和内涵。二十四节气名称中，一般
是小和大相对，比如小暑与大暑、小
雪与大雪、小寒与大寒，唯有小满

“别具一格”，其后是芒种，没有大
满，此为何哉？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
授田兆元说，小满的命名体现了哲
学智慧。满则溢、盈则亏，自然之
道；物极必反，因此满招损，谦受
益。小满，不疾不徐，虽为节气，亦
是人生。于生活而言，小满是知足，
也是期待。

江南地区有悠久的栽桑养蚕传
统。相传小满为蚕神诞辰，江浙一

带在小满时节有个“祈蚕节”。民间
还有“春蚕不吃小满叶”之说。小满
之后，蚕宝宝开始吐丝结茧，蚕农就
要开始忙着用纺车缫丝了。“养得一
季蚕，可抵半年粮”。“此时，蚕农希
望衣食无忧、蚕丝丰收，对生活充满
了期待，也是一种‘小得盈满’。”田
兆元说。

小满时节，要适当吃点“苦
头”。古人认为“苦”可以清热凉血
祛湿。在炎热潮湿的夏季吃“苦”，
不仅开胃，还会让人身心舒畅。小
满节气应季食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当
属苦菜，在“小满三候”中，正有“一
候苦菜秀”之说。

初夏，枝头挂满金灿灿的枇杷、
红紫相间的桑葚，田野间麦浪随风
起伏、秧苗碧绿，到处生机盎然、温
婉明净。吃点“苦头”，怀揣希望，从
容不迫，这便是人间最美好的时节。

小满：小得盈满胜万全

新华社北京 5月 20 日电（记
者 申铖 韩佳诺）财政部20日发
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80926亿元，同比
下降2.7%，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
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
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
影响后，可比增长 2%左右，继续保
持恢复性增长态势。

分中央和地方看，前4个月，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250亿元，
同比下降6.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收入 45676 亿元，同比增长
0.1%。分税收和非税收入看，前 4
个月，全国税收收入66938亿元，同
比下降4.9%，扣除特殊因素影响后
可比增长 0.5%左右；非税收入
13988亿元，同比增长9.4%。

财政支出方面，各级财政部门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快预算下达
和增发国债资金使用，强化国家重
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
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落实

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集中
财力办大事。

数据显示，前4个月，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89483亿元，同比增
长3.5%。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1268亿元，
同比增长 10.5%；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78215亿元，同比增长2.6%。

从主要支出科目来看，前 4个
月，教育支出13485亿元，同比增长
3.1%；科学技术支出 2842亿元，同
比增长3.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1076亿元，同比增长5%；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5702亿元，同比
增长 3.8%；城乡社区支出 6886亿
元，同比增长 11.5%；农林水支出
6735亿元，同比增长12.7%。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方
面，前4个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13484亿元，同比下降7.7%；全
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2198 亿
元，同比下降20.5%。

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

新华社杭州5月20日电（记
者 岳德亮）记者日前从浙江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保
障群众菜篮子安全，该局制定了
《浙江省“菜篮子安全守护微改革”
实施办法》，决定在全省开展“菜篮
子安全守护微改革”，建立健全科
学、精准、靶向的食品快检体系，全
面提高全省果蔬、肉类、水产等民
生食品的安全保障水平。

自 2024年 5月 20日起施行的
该办法提出，浙江省建立健全食品
生产经营主体自检、第三方快检机
构委托检测、市场监管部门抽检快
检三位一体的守护菜篮子食品快检
工作体系。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等
上游主体要强化源头管控，依法对
未能提供产品质量合格凭证的每一
批入场交易食品实施快检；农贸市
场开办者、大中型食品配送企业等

下游主体与上游主体快检互相衔
接，下游主体侧重进货查验，对缺漏
产品质量合格凭证的食品以及部分
证照齐全的重点食品实施快检。

按照“谁检测、谁负责”原则，农
批市场、农贸市场开办者、大中型食
品批发企业、大中型配送企业、连锁
商超及连锁便利店总部、生鲜电商
平台、第三方快检机构等快检实施
单位承担快检工作主体责任，对快

检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办法规定，浙江省实施快检项

目动态调整机制，制定年度项目名
单，以风险隐患较大、社会关注度较
高、消费量较大的食品为重点品种，
以检出频次较高的不合格项目为重
点项目，综合快检方法科学性和准
确性等因素，合理确定实施快检的
重点食品品种和重点检测项目，每
年度制定发布名单。

浙江实施“菜篮子安全守护微改革” 建立快检项目名单

新华社南京 5月 20 日电（记
者 赵久龙）眼下，苏南一些地方小
麦陆续进入收获期，苏州一些农户
抢抓晴好间隙开镰收割小麦，收割
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一派繁忙景
象。记者在田间采访了解到，苏中、
苏北小麦开镰在即，即将由南向北
陆续进入大规模收获期。

记者 20日从江苏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江苏全省各级农机装备部
门强化服务，目前已调度准备各类
农机具约 100万台套，包括具有自
动导航、辅助驾驶功能的农机和配
有监测终端的农机装备，确保夏粮

应收尽收、应收快收，预计今年江苏
全省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

记者了解到，江苏强化农机调
度，备足备齐、科学调配联合收割
机、粮食烘干机等农机具，充分发挥
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服务公司力
量，有序组织农机手开展作业，争分
夺秒抢收入库，坚决做到成熟一片、
收获一片、播栽一片。全力抓好夏
种工作，指导农民科学选用良种，及
时调度田间用水，并加强农情信息
调度，组织专家开展技术支持和服
务，不误农时抓好“三夏”生产。

江苏调度约100万台套
农机具助力“三夏”生产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中
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光明日报社
组织编写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
文化传承发展主题图书《中华文化
公开课》，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发行。

本书立足于“核心价值观百场
讲坛”文化传承发展主题宣讲，邀请
国内权威专家学者，选取红山、良
渚、二里头、大运河、敦煌、云冈、故
宫、中华典籍等中华文化典型元素，
以广博开阔的文明视野、生动鲜活
的文物史料、深入浅出的文化阐释，
带领大众深入探究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发展历程，感受中华文明守正
创新、开放包容的鲜明品格，体悟中
华民族优秀价值观念中蕴含的思想
力量、道德力量、精神力量。

本书知识性、可读性、思想性俱
佳，图文视频并茂、文化内涵深刻，
精选实景、文物照片近260张，链接
精彩视频及重要文献近50个，让广
大读者可以更近距离触摸中华历
史、感悟文脉流淌，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共振共
鸣，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坚定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投身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中华文化公开课》出版发行

新华社杭州 5月 20 日电（记
者 冯源）诞生于浙东古越大地上
的越剧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剧种之
一，中国邮政于20日推出《越剧》特
种邮票1套3枚，邮票当天上午在浙
江杭州首发。

这套邮票的画面分别取材自
《梁山伯与祝英台》《九斤姑娘》和
《陆游与唐琬》等三部作品。它们都
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历经几代艺术
家传承创新、精益求精的经典保留
剧目。

当天的首发仪式在杭州市中心
的小百花越剧场（蝴蝶剧场）举行。
三组“小百花”优秀演员现场表演了
这三部剧目的精彩片段。舞台上的

精彩演出与背景中的巨幅邮票影
像，让“剧中人”“画中人”遥相呼
应。而排队购买邮品的戏迷和邮友
也提前很久就排起了长队。

《越剧》特种邮票的选材和创作
也经过了长时间的打磨。浙江小百
花越剧院院长王滨梅说，邮票上的画
面是三部剧目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典
型情景——梁祝草桥结拜、九斤姑娘
猜谜和陆唐沈园重逢。设计者也充
分体现了越剧在人物形象、舞美设计
和服装造型上的韵味和精致。“希望
公众在欣赏邮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
越剧经典的艺术魅力，也希望通过邮
票发行，让越剧可以走得更远，让集
邮爱好者也关注越剧。”

《越剧》特种邮票首发

新华社太原 5月 20 日电（记
者 李国利 李宸）5月 20日 11时
0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
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北
京三号C星星座发射升空，4颗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
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523次飞行。

一箭四星

我国成功发射北京三号C星星座

5 月 20 日，游客在黄山风
景区天都峰游览（无人机照
片）。

当日，安徽黄山三大主峰
之一的天都峰结束封闭轮休
期，正式恢复对外开放。天都
峰坡陡路险，宛如“天梯”，众多
游客慕名而来，领略天都峰的
险峻与壮美。 新华社发

安徽黄山天都峰恢复对外开放

紧接第1版 此外，她不断致力
于深入学习茶叶拼配技术，寻求
工序传承与技艺创新的完美融
合。

融合促发展
一片叶子的延展

茶在奉化，不仅是一片叶子、
一口清香，还可以变身各种产品，
打造不同消费场景。近年来，我
区不断探索“茶业+”多业态发展
模式，大力发展“茶文化+”“茶
园+”“茶艺+”产业，打造产业融
合新路径。

“我是一名跨界茶人，我在这
里出生和成长，对茶有着深厚的
感情。”峰景湾茶场“茶二代”李光
达认为，茶的发展应该是多元的，
要因地制宜不断开拓新业态、新
模式。例如，与个性定制、康养休

闲、医疗健康等项目融合，提高消费
者参与度。同时，在项目设计上以
茶为核心，突出茶元素，打通体验与
消费，实现体验销茶。为此，他前前
后后开了 6家奉化曲毫茶书院，从
事奉化茶文化融合创新与营销推
广。

相较传统茶馆的僻静，奉化曲
毫茶书院选择在商圈等人流量大的
醒目位置布店，便捷易得的品茶空
间、丰富的茶品选择和清新潮流的
新中式风格，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在奉化曲毫茶书院，许多年轻人聚
集于此体验茶香茶韵、学习茶艺，一
起开发茶叶的多种玩法。“喝茶变成
一件更接地气、更日常的活动，茶馆
还会定期开设鉴茶课程，帮助我这
样的‘小白’识茶品茶。”茶书院会
员、茶友程昊优说，现在他更喜欢在
茶馆中与朋友小聚，甚至会在茶书

院报告厅空闲时，将工作洽谈会安
排在这里。如今，依托奉化曲毫茶
书院，休闲、健康的奉化茶形象逐渐
树立起来，茶书院的建立有效地促
进了本地茶叶产品的消费，实现了
培育一个书院、带动一个产业的良
好发展。

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南山
茶场负责人方谷龙在南山上建起以
茶为特色，集餐饮、住宿、会务、休闲
等于一体的现代农场奉茶山庄，茶
场内可开展休闲农业游、民宿疗休
养、亲子体验游、茶园农家乐等活
动，让消费者在云山雾海的绿色茶
园内感受别样乐趣。每年3月至11
月，市民游客还可在这里体验一片
叶子变成一杯茶汤的全过程。此
外，方谷龙还建起小型生态养殖场，
养殖的特色“茶香猪”“茶香鸡”供应
山庄餐饮部，动物所产粪便作为茶

场有机肥，在茶场内建立形成一个
良性循环体系。

在雨易山房茶场，负责人利用
茶园和山地资源开发健身休闲步
道，发展观光旅游业、生态种养殖、
特色农家乐，挖掘奉化传统土菜和
新颖特色菜，打造“舌尖上”的雨
易。多种经营模式协调发展，使雨
易山房成为宁波地区生态茶园特色
休闲基地。

通过茶旅融合，“一片叶子富一
方百姓”的美好画卷在奉化更多茶
产区铺开。依托茶园风景，奉化各
地推出茶主题品牌节会、开展“无我
茶会”“茶生活节”“寻茶记”等茶文
化活动，越来越多农家乐挂起“茶体
验”招牌，吸引市民游客走进茶园。
同时，“三产”融合的奉化茶产业正
在稳步前行，为推动茶产业可持续
发展注入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