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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史涌涛

抓基层党建 创清廉机关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10 月
16 日出版的第 20 期《求是》杂志将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文章强调，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
大任务，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庄严历史责任。我们以这个题目进行
集体学习，目的是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

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
方位、方向、方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
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文章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
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
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
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

的真理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
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
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党的理
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
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
持好、运用好。

文章指出，要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
魂和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
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
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下转第三版）

古老的丝绸之路，跨过沙漠海洋，
绵亘万里河山，穿越千年时空，闪耀在
人类文明持续前进的宏大历史进程中。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
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重大倡议。

10 年，3600 多个日夜，习近平主席
高瞻远瞩、谋篇布局，推动“一带一路”
这一植根历史沃土、着眼人类美好未来
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在共商共建共享
中走深走实，在高质量发展中开拓出一
条造福世界的发展繁荣之路，铺展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美画卷。

擘画引领，梦想种子长成
繁茂大树

南非，德阿地区的山地上，一座座

白色风力发电机巍然矗立，将丰沛的风
能转化为电能，点亮千家万户。由中国
企业建设运营的德阿风电项目，2017 年
并网发电以来，有效缓解了当地电力供
应短缺局面，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态
环境。

“ 南 非 是 第 一 个 同 中 国 签 署 共 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非洲国家，连续
13 年成为中国在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是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之
一……”

今年 8 月，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
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发表署名
文章，讲述两国合作“蛋糕越做越大”的
生动故事。

在“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古丝绸
之路上，中非互通有无、相知相交。此
次会晤，在两国元首见证下，《中南关于

同意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意向书》签
署，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实打实、沉甸甸”，回望 10 年历程，
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厚重而丰硕：

——截至目前，我国已同 152 个国
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遍布全球五大
洲；

——引领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
沿边地区从开放“末梢”变为“前沿”，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
放大格局加快形成；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写入联
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成果文
件，“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扎扎实实，
给 世 界 带 来 了 更 多 的 光 明 、机 遇 和 繁
荣，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人们清晰记得，2013 年 9 月 7 日，习
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

大学深情讲述：
“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

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
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
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
到十分亲切。”

此后不到一个月，习近平主席在印
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指出：“几百年
来，遥远浩瀚的大海没有成为两国人民
交往的阻碍，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
友好纽带。满载着两国商品和旅客的
船队往来其间，互通有无，传递情谊。”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
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习近
平主席开创性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赋予古代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

这是着眼历史发展大势，对人类文
明走向的深邃思考——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
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和平
发展大势不可阻挡，变革创新步伐持
续向前。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充
满挑战的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
全赤字、治理赤字，摆在全人类面前。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一带一路’
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
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
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
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
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
高目标。”

万 物 得 其 本 者 生 ， 百 事 得 其 道

者成。
2017 年 5 月，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

多娇》巨幅画作前，习近平主席同出席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各国贵宾合影留念。

群峰巍峨，山高水长。
习近平主席的一番话凝聚广泛共

识：“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
进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这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
现互利共赢的长远谋划——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际，正
是改革开放 35周年。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关 键 时 期 ，推 进
“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成为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的重要举措。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 开 拓 造 福 各 国 、惠 及 世 界 的‘ 幸 福 路 ’”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纪实

新华社记者

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 效 衔 接 重 点 工 作 现 场 推 进 会 召 开

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艾凌宇主持

10 月 15
日 ，全 市 巩 固
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重
点工作现场推
进会召开。

本 报 记
者 张燕伟摄

采访中，记者来到云冈石窟，让人
震撼的不仅有 250 多个洞窟内的 59000
余尊石刻雕佛，代表了古代中国雕塑艺
术的最高峰，亦有众多别具创意的现代
雕塑作品为景区扮美添彩，与时俱进的
当代雕塑艺术让古今文化融合交辉，蔚
为大观。

漫步云冈东山菩提艺术区，这里已
成为众多游客游览云冈景区热衷打卡
的新景点。这是云冈研究院近年来打
造的一处低碳节能、变废为宝的文化景
观群，这里的众多现代雕塑别具一格，
造型生动，细看均为巧妙利用各类废弃
物创意而铸，并且所有园路、水渠、栈
道、休闲椅、秋千、蓄水池、文化墙、防风
墙、铁罐屋和各式宝塔雕塑等都是利用
各类建筑和工业废弃物建成，既时尚新
颖，又充满怀旧情调，让游客倍感风光
映眼，心生欢喜。据了解，云冈大景区
秉持 1600 年前云冈石窟开凿时的“天
人合一”理念，利用当地开山废石、道路
翻新产生的废混凝土块、石材厂废料、
铁道旧枕木、倒闭工厂烟囱石、建筑边
角木料、工矿淘汰机具、碑头、碾盘、碌
碡等打造各式景观，包括近百座创意现
代雕塑、两处塔林、20 余尊铁塔，以及
多座环保型厕所、蜗牛公寓、休憩小木
屋、5 公里长的木栈道、20 余处售货亭
值岗亭、上百个木桌凳、五个碎石子停
车场等，多年来总计消化固体废料 4 万
多立方米，为国家节约资金近 2 亿元。
为此，云冈研究院时任院长张焯获得第

十一届中华环境奖。
来到位于大同古城北城墙空间内

的大同雕塑博物馆，众多经典的现代雕
塑艺术作品汇聚一堂，让这座典雅内蕴
的场馆立足当代、与古对语，让雕塑的
历史脉络在此延续，展示出中国雕塑丰
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据了解，该馆于 2013 年正式对外
开放，成为大同的重要艺术地标，其展
陈内容全面展现出现当代中国雕塑史
的发展历程，众多馆藏作品为中国现代
雕塑艺术的经典作品，虽有部分复制
品，但颇得神韵，以辛亥革命为开端的
现代雕塑史为脉络，以代表人物、经典
创作、重大历史事件节点的雕塑艺术作
品为主轴，全面、系统、深刻地展示出百
年来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历程，填补了
近现代雕塑史的空白。许多到此参观
的艺术爱好者表示，来到大同雕塑博物
馆参观，宛如打开一部将艺术审美与详
实史料精彩组合的全方位立体雕塑美
术史。

采访时，恰逢“曾竹韶雕塑艺术奖
学金”2023 年度入围作品展开展，这是
这一被誉为雕塑界的“奥斯卡”、面向全
国美术院校雕塑专业青年学子的专业
性奖学金获奖作品展览，自 2011 年首
度落户大同以来第十三次在大同举办，
是“中国雕塑之都”大同与国内知名美
术院校深度合作，共同推进中国雕塑事
业发展的重大举措。据介绍，以大同雕
塑博物馆为平台，近年来，我市与中国
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中央美术
学院等深入合作， （下转第四版）

古今文化融合叫响雕塑之都品牌
——我市持续擦亮“中国雕塑之都”

文化品牌系列报道之三

本 报 讯 （记 者 张晶） 金 秋 十
月，硕果累累，云冈国禾天元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肥村“吨粮田”示范基地的玉
米迎来大丰收。

10月 15日，市农业农村局联手云冈
区农业农村局举办 2023 年新型经营主
体单产提升工程云冈国禾天元肥村“吨
粮田”示范基地300亩玉米籽粒直收测产
现场观摩会，对 300 亩玉米进行直收测
产，助推我市粮食产量再攀新高峰。

在完成相关准备工作后，专家团队
按照国家验收标准，开始测产验收，只
见两台大型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立即下
地，机声隆隆地开始收割……“自从我
们公司流转了 2000 多亩地，通过与山
西农大有机旱作研究院合作，实施膜下
滴灌水肥一体化、全膜双垄沟播、全程
机械化种植后，农作物产量得到大幅提
升。这 300 亩玉米预计亩产 2300 斤左
右，比未使用有机旱作集成技术能增产
30%。”国禾天元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智峰说。

“今年，云冈区粮油作物单产提升
项目实施面积 0.79 万亩，项目区建设千

亩玉 米 示 范 片 5 个 ，示 范 面 积 0.59 万
亩，辐射带动面积 7.5 万亩。今天启动
肥村玉米示范基地直收测产验收，预
计两天后能获得准确测产数据，大家
拭目以待！”云冈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
笑呵呵地介绍道，云冈国禾天元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在玉米籽粒机收机械与
烘干设备推广上率先“领跑”全市，不
仅节约种植成本，还保证了玉米产量
不减，这次直收测产收割，用的就是他
们的设备。

据悉，今年我市发展有机旱作膜下
滴灌 50 万亩，全面推广以膜下滴灌为
主，结合全膜双垄沟播、水肥一体化等
有机旱作集成技术，促进粮食单产提
升，目前有机旱作农业项目区作物收获
已接近 80%。入秋以来，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省市级农业专家对全市主要粮油
作物单产进行测产，有机旱作农业项目
区多项粮油作物产量取得突破。按目
前测产情况看，今年有机旱作农业项目
区增加粮食产量约 5000万斤，全市粮食
产量有望突破 26 亿斤，实现“十四连
丰”。

我 市 开 展 2023 年“ 吨 粮 田 ”示 范
基地 300 亩玉米籽粒直收测产验收

本报讯 （记者 宋芳） 日前，省
农业农村厅公布 2023 年度“山西省十
佳农民”示范提升资助项目人选名单，
大同云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市老促会副会长贾启获此资助。

据了解，为激发广大农民创业热
情，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农业、关
注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按照
有关工作程序，经过组织遴选，省农
业农村厅对贾启等 10 位农民给予项
目资助，肯定他们在保障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下转第四版）

老干部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
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重要力量。市委老干部局作为全市离
退休干部服务管理部门，始终以“让党
放心，让老干部满意”为目标，强化党建
引领，建设清廉机关，更好组织引导老
同志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

势，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同实践
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近年来，市委老干部局始终把党建
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特别是在推动党建
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方面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据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局机关党委书记曹
锋介绍，局机关党委认真落实党建主体
责任，紧盯党建重点任务，从“三个层

次”深入开展模范机关创建。一是突出
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结合起来，牢牢抓住机关党建这
个牛鼻子，坚持办好“每月一讲”干部讲
堂，用心打造“青年干部理论学习小组”
品牌， （下转第三版）

2023年度“山西省十佳农民”
示范提升资助项目人选名单公布

本市贾启入选 强化党建引领 建设清廉机关
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

——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局机关党委书记曹锋
□ 本报记者 李明璇

本报讯 （记者 李雪峰） 10 月 15
日，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现场推进会召
开，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2023 年考核评估
工作会议精神和全省巩固衔接重点工
作视频调度会精神，对标对表省考、国
考要求，对巩固衔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
推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卢东亮出席
并讲话，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上来，下
定“背水一战”的决心，拿出“舍我其谁”
的勇气，使出“低头绣花”的功夫，集中
精力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抓巩固、
促提升，坚决打好巩固衔接这场等不
得、输不起、必须赢的攻坚战。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艾凌宇主持。市领导
周鹏、孟维君、李继忠参加。

会议通报了全市巩固衔接重点工
作推进情况；云州区、阳高县、浑源县、
新荣区分别围绕整体排查工作情况、

“十大行动”进展情况以及巩固衔接重
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了汇报。

卢东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必须扛牢的
政治责任、必须答好的政治考卷。当前
省考、国考迫在眉睫，但从全市整体情
况来看，我们的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和
短板。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站在捍卫

“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

围绕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一条主
线”，聚焦责任落实、底线任务、持续增
收、产业发展、务工就业、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七个重点”，对照考核要求，直
面存在问题，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
进巩固衔接工作和问题排查整改，以最
佳状态迎接考核评估。

卢东亮强调，要聚焦考核重点，精
准靶向发力，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紧盯底线任务，围绕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重点抓好动态监测帮扶机制落
实，围绕“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持续抓
实拉网式排查及动态保障。紧盯产业
帮扶，扎实推动联农带农机制落实，切
实管好各类产业项目资产，大力发展村

集体经济，进一步规范脱贫人口小额信
贷。紧盯务工增收，落实好交通补贴和
稳岗补助政策，持续发挥就业帮扶车间
作用，做好脱贫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
扶，进一步规范公益岗位管理等。紧盯
收入测算，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和收入
不增反降脱贫人口，确保“四种收入”数
据真实、群众认账。紧盯资金项目管
理，加紧推进项目建设，加快资金支出
进度，加强全程绩效管理。紧盯驻村帮
扶，严格落实驻村要求，增派驻村力量，
深入走访入户，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紧盯乡村
建设和乡村治理，扎实做好农村厕所改
造，认真做好乡村建设数据采集，全面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加强基层
党组织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要加强
组织领导，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包联责
任、部门责任、帮扶责任，形成合力、团
结奋战、攻坚克难，确保在省考、国考中
取得优异的成绩，向党中央、省委和全
市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艾凌宇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绷
紧弦，思想要重视起来、行动要高效起
来、力量要调动起来，全面做好迎接省
考、国考准备工作；要施好策，紧盯省
考、国考指标要求，全面梳理、深入检
视，拿出务实管用举措，固底板、补短
板、锻长板、树样板，推动各项工作质效
提升；要齐发力，形成全市上下“一盘
棋”的工作格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坚决完成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这项政治任务。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
设分会场。各县（区）委书记、分管副县

（区）长及乡村振兴局局长，市巩固衔接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直
派驻工作队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市主
会场参会。会后，与会人员还赴云州区
3个村现场观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