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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层党建 创清廉机关

□ 本报记者 苑捷

新华社北京 11 月 5 日电 11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致信。

习近平指出，2018 年以来，进博
会成功举办五届，依托中国大市场优
势，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
流、开放合作平台功能，对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复
苏动力不足，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
谋发展。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
重 要 机 遇 ， 将 坚 定 推 进 高 水 平 开
放，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
方向发展。希望进博会加快提升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功能，以中国
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充分发

挥 推 动 高水平开放的平台作用，让
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更好提供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服
务，助力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让合作共赢惠及世界。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当日
在上海市开幕，主题为“新时代，共
享未来”，由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
府主办。

时间是一切变化的见证者。
68 年前，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大泉

山首创“八连环”的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让万亩荒山变青山。

1955 年，毛主席为大泉山水土保持
治理经验文章修改标题《看，大泉山变
了样子》，并亲笔写下按语，其中提到：

“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整个华北、西
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
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68年来，大泉山城乡面貌更美丽，群
众生活更富裕，绿色发展更有活力……
大泉山一直在变，但阳高县推进水土保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传承、一股韧劲干到底
的执着不变。正是在这种传承和执着的
带动下，阳高县正在实现从水土流失治理

“发源地”到“新高地”的跨越与提升。

新中国有效治理水土流失的
发源地

走进大泉山水土流失治理纪念馆，
大泉山治理水土流失的历史呈现在眼前。

一张张黑白照片讲述着 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大泉山的荒凉和贫瘠。全县
水土流失面积 1166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的 73%。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大泉山
沟壑纵横，风沙弥漫。

“我们小时候，是山山和尚头，处处
裂嘴沟，旱天渴死牛，雨天水土流。”86
岁的大泉山村老党员张有旺说。

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阳高县党员
干部以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以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决心，以功成不必在我
的担当，掀起了一场保水土、建家园的
建设热潮。

经过多年的艰苦实践，阳高县凝聚
群众智慧，总结发展经验，形成了挖鱼
鳞坑、修水平阶、建土谷坊、筑沟头埂、
筑沟边埂、修引水渠、建沉沙池、建蓄水
池的水土流失治理“八连环”模式，实现
了“土不下坡，水不出沟”。

阳高县党员干部带领干部群众，长
年铁锹不离手，扁担不离肩，一次次开
展千人、万人大会战，披星戴月与荒山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水土保住了，环境变好了，粮食生

产也有了保障。大泉山的生态面貌和
大泉山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
变。大泉山的治理模式为其他饱受水
土流失困扰之地的治理与开发提供了
可鉴之策，阳高县成为新中国有效治理
水土流失的发源地。

张有旺曾经是大泉山青年基本建
设队的队长，他经历了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他回忆道：“毛主席表扬我们之
后，各地来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有国外
的水保专家，也有国内各地的干部群
众，每年能有上万名，县里还专门为此
建立了接待站，我们当时更有干劲了！”

全国学阳高，阳高怎么办？阳高县
高扬大泉山这面水保大旗，持续推进水
土保持工作。

“从‘一五’到‘十四五’，阳高县始
终把水土保持纳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中，毫不放松抓好水土保持
工作。”阳高县委副书记、县长谢云说。

“一任接着一任干是大泉山的光荣
传统，也是阳高县水土保持工作不断创
造新成绩的根本所在。”谢云介绍，阳高
县一直设有水土保持工作领导组，由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全县各
部门分工不分家，共谋一盘棋，汇聚起
全县水土保持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截至 2022 年，全县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 747.08 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 73.8%，
全县森林覆盖率 28.6%。阳高县先后荣
获了“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全国生态
文明先进县”“国家养生（养老）示范基
地”等荣誉称号。

“现在，我们这里漫山遍野绿油油，
层层梯田花果树，条条翠柏林荫道，亭
台楼阁景宜人，老百姓个个喜洋洋。”张
有旺笑呵呵地说。

新时代努力打造水土保持的
新高地

金秋十月，走进大泉山，山色明艳动
人，各类乔木正由绿变黄，（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致信

11月 4日《中国水利报》一版头条刊登通讯报道——
1955年，毛主席为介绍大泉山水土流失治理经验的文章亲笔写下按语，并修改文章标题

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60 多年来，大泉山久久为功，持续推进水土保持工作，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更是走出了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的新路径。

看，大泉山又变了样！
中国水利报记者 迟 诚

本报南宁 11 月 5
日 电 （记 者 史 涌
涛） 在 第 一 届 全 国
学生（青年）运动会开
幕 之 际 ，赛 会 各 项 赛
事 渐 次 展 开 ，大 同 体
育健儿在柔道、射击、
田 径 、滑 板 等 项 目 中
均 有 不 俗 表 现 ，获 得
多枚奖牌。

柔 道 项 目 比 赛
中 ，大 同 队 闫 博 胤 一
路 过 关 斩 将 ，获 得 男
子 90 公 斤 以 下 级 铜
牌，同时，大同队还获
得 男 女 团 体 赛 第 七
名。

11 月 5 日 上 午 ，
射击手枪项目的比赛
全 部 结 束 ，大 同 队 孔
婕 如 获 得 女 子 25 米
手 枪 60 发 个 人 铜 牌
和 10 米 气 手 枪 60 发
个 人 第 六 名 ，她 与 队
友 吕 清 博 、张 诗 元 获
得 女 子 10 米 气 手 枪
团体第八名。

11 月 5 日 上 午 ，
田径竞走项目比赛在
风景如画的邕江畔举
行 ，大 同 队 薛 鹏 飞 获
得 男 子 10 公 里 竞 走
第 六 名 ，大 同 女 队 获

得女子竞走团体第六名。
在充分展现青春动感的滑板项目

比 赛 中 ，大 同 队 静 欣 怡 以 总 成 绩
138.58 分 获 得 第 五 名 ，张 语 桐 以
107.69分的成绩获得第六名。

本报南宁 11 月 5 日电 （记者 史
涌涛） 深秋时节的“中国绿城”南宁，
满城葱茏、气温宜人，喜迎青春体育盛
事的美丽城市处处张扬动感活力。11
月 5 日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

（青年）运动会（简称学青会）开幕式在
南宁市体育中心盛大举行。开幕式充
分展现体育精神、志愿精神、教育强
国和健康理念，激励全国学生和青年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贡献青春力量。大同体育代表团 194 名
健儿参加 27 个项目的角逐，在学青会
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大同体育精神
和大同健儿风采。

首届学青会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
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承办，由原全国学生运动会和
全国青年运动会合并而成。举办学青
会是推动新时代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改

革发展，增强青少年和学生体质，促进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
本 届 学 青 会 设 39 个 大 项 、51 个 分 项 、
805 个小项，分校园组和公开组。校园
组以省为参赛单位，分为大学组和中学
组，竞赛项目为田径、游泳、足球、健美
操等在我国大中小学校园广泛开展的
运动项目；公开组以城市为参赛单位，
设置射击、射箭、自行车等 37 个大项，项
目设置参照 2024 年巴黎奥运会、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

本 届 学 青 会 ，公 开 组 山 西 共 有 太
原、大同两支代表队参加，在全国赛场
同场竞技，这是践行省委“双城记”战略
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市“融入京津冀、打
造桥头堡”的生动体现。经过前期紧张
的预赛，我市共有 194 名运动员脱颖而
出，跻身决赛阶段的比赛，共参加田径、
足球、篮球、排球、摔跤、柔道、体操、乒

乓球、武术套路、拳击、击剑、射箭、赛
艇、现代五项等 27个项目的角逐。

近年来，大同竞技体育不断进步，
屡创佳绩，在省运会以及学青会的前身
全国城运会、全国青运会赛场上，与太
原队齐头并进，双城竞秀，共创佳绩，在
田径、柔道、跆拳道、武术、乒乓球、摔跤
等项目中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获得桂冠
众多。在全运会赛场，为山西输送众多
优秀人才，在奥运会上，名将董栋、常永
祥等获得蹦床、摔跤项目金银铜牌。本
届学青会，大同体育健儿信心满满，团
结协作，力争在全国赛场上再创佳绩，
为古都大同争得荣誉。

本届学青会开幕式以“青春、团结、
友谊”为基调，以“逐梦新时代 青春更
精彩”为主题，突出学生、青年和地方特
色，创意满满，精彩纷呈，带给全场 4 万
名观众浓浓的艺术感与科技感。在代

表团入场仪式上，太原代表团与大同代
表团代表山西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地入
场，赢得全场观众热烈掌声。

随后的文体展演以“在青春的赛道
上”为主题，包括《青春的山河》《青春的
接力》《青春的奔跑》三个篇章和尾声

《青春万岁》。在表演呈现上，突出青春
山水、大美中国的“绿”和基因赓续、薪
火相传的“红”及青春赛道、未来无限的

“蓝”，舞美以赛道的延伸、拓展和螺旋
上升为形态，构筑充满想象的青春空间，
体现学生和青年一代在赛道上奋进前
行、奔赴未来，将时代性、科技性、创新性
与表演有机融合，营造青春无限的奇幻
场景。表演的尾声，以“青春聚能”为创
意核心的点火仪式，演员们依托着自己
的力量，现场完成火炬塔的构建，实现

“聚能环”的点燃、微火的燃烧，展现出的
青春之光，带给观众深刻难忘印象。

本报讯 （记者 陈杰） 11 月 5
日，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获奖项目、
优秀代表队六进志愿服务活动在广灵
县启动，首项内容“广场舞健身秧歌进
农村”拉开帷幕，500 多名群众以及我
市曾参加本届省运会广场舞、健身秧歌
项目的获奖队，以广场舞、扇舞、健身球
等展演，传递出积极向上的健康风采。

今年，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举行
期间，大同群众体育代表团共有693名运
动员参加了 22 个大项 181 个小项的比
赛，共夺得金牌 30 枚，获一等奖 18 个，
以 225 分的成绩与太原市并列群众体
育赛事活动代表团成绩奖第一名。为利
用好省运会成果，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
主办了此次广场舞健身秧歌进农村活
动，旨在推动我市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并

通过体育志愿服务惠民培训不断提高群
众科学健身的能力。

是日上午，60 余名体育爱好者进
行了《国民体质监测与运动处方》的理
论知识培训，通过了解体重、肺活量、握
力、闭眼单脚站立等体质监测主要指
标，得到属于自己的科学运动处方。大
家还将在为期 3 天的时间内，进行广场
舞、健身秧歌、健身气功八段锦等实践
学习。

据悉，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获奖
项目、优秀代表队六进志愿服务活动，
主题为“奋进新征程 运动促健康”，包
含健身气功和武术（太极拳）进社区、科
学健身进机关、跳绳进校园等多项志愿
服务活动，广场舞健身秧歌进农村是其
中之一，各项活动于本月陆续展开。

近年来，市水务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引领，统筹推进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修
复、水旱灾害防御等各项工作，开创了党建
与业务深度融合、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市水务局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
在治水兴水、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水安全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
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
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深入实施机关
党建‘13111’工程，通过加强学习实践、
融入业务工作，推动各项水利工作稳居
全省第一梯队，2022 年大同市水务局荣

获‘ 全 国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先 进 集 体 ’称
号。今年 9 月 25 日，大同市成功入选国
家第一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全国仅有 7
个地市入选。”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乔正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市水务局党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下转第三版）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盛大开幕
194名大同健儿参加27个项目比赛展现大同体育精神

首
届
学
青
会
赛
事
渐
次
展
开

大
同
代
表
团
体
育
健
儿
多
个
项
目
获
佳
绩

图为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获奖项目、优秀代表队广场舞、健身秧歌展演吸引
众多群众学习、观看。 本报记者 于宏摄

灵丘县大力推动
生态渔业、休闲渔业
发展，在红石塄乡下
北泉村晋北地区最大
的虹鳟鱼养殖基地实
施了全省水产养殖特
色 示 范 园 区 建 设 项
目。近日，对接北京
地区市场的下北泉村
虹鳟鱼养殖基地迎来
收获时节，价格、产量
全线飘红。图为工人
们正在打捞成熟的虹
鳟 鱼 、鲟 鱼 ，装 车 发
货。

本 报 记 者 张占
兵摄

建设“清廉水利”推动高质量发展
——访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乔正南

省运会获奖项目优秀代表队
六 进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启 动

一个个村庄田野绿意不减，一座座
蔬菜大棚翠意盎然，一户户农家庭院干
净整洁……目之所及，大好“丰”景随处
可见。在这个丰收的季节，我市“三农”
发展画卷精彩连连，交出了一份令人满
意的“丰收答卷”。

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省委赋予大同
“融入京津冀、打造桥头堡”的重大使命
和我市“奋斗两个五年、跨入第一方阵”
总 目 标 ，全 面 聚 焦“6+2”农 业 发 展 赛
道，围绕设施农业、畜牧业、林下经济、
渔业、高标准农田、农产品精深加工及
黄花、黄芪两大特色产业，积极构建多
种特色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夯实
稳粮保供，强化项目建设，抓实科技和
改革双轮驱动，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全
市“三农”工作强势推进，奏响了乡村振
兴奋进曲，绘就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新图景。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
作，把农业确定为转型发展的四大新赛
道之一，提出“融入京津冀、农业要先
行”要求，围绕农业“双十”目标，成
立种植业、黄花、黄芪、畜牧业、渔
业等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个专班，
聘请 12 名专家提供智库咨询、技术支
持等服务。深入开展农业产业发展大
调研，形成 《大同市粮食生产和提高
农业效益调研报告》 及黄花、黄芪、
预制菜、畜牧、设施蔬菜、杂粮等 7
个调研报告，进一步廓清思路，明确
产业发展创新路径和重点举措。

《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委一号文件）；人才振兴、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种业振兴、黄花产业四个实
施意见；黄花产业、“融入京津冀”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有机旱作膜下滴灌、设
施农业四个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市
委、市政府进一步强化政策创设，全面
构建起“1+4+4”“三农”政策体系，持续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市级财政预算安排
支持农业发展资金 0.3 亿元，安排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56 亿元，
同时加快落实耕地地力保护等惠农政
策，共发放 2.78 亿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资金和 2143.55 万元种粮农民一次性补
贴资金。

在天镇县现代高科技农业科技产

业示范园项目建设现场，规划投资 25.8
亿元的项目正在加紧推进，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蔬菜集散中心、

“一带一路”进出口集聚地，对推动我市
农业高质量发展将发挥重要的示范引
领和辐射带动效应。

坚持项目驱动，引领农业产业高质
量发展全面发力。今年，我市聚力推进
210 个、总投资 185.53 亿元的农业农村
领 域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100.27 亿元。今年截至 9 月，全市农产
品加工企业销售收入达 156 亿元，同比
增长 16.2%。同时，着力推动与中粮集
团、中储粮、国电投、中信集团、北供、浙
江农发、百胜、新希望、蒙牛、伊利、神农
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的洽谈合作，目前
我市已与北供、百胜、神农等企业形成
实质性合作成果。

今年以来，全市不断完善黄花生产
基地基础设施配套、强化病虫害防治等
技术服务，黄花再获大丰收，黄花品质
越来越好，价格卖得越来越高，今年黄
花种植面积稳定在 26.5 万亩左右，鲜食
黄花销售实现从“0”到“1”的突破，花农
赚得“盆满钵满”。作为全市的另一大
特色产业，黄芪产业近年来也得到快速
发展，目前全市黄芪面积达 37 万亩，分
别占全省和全国的 64%和 18%，年采收
面积 2 万亩，实现年产量 5800 吨，占全
省的 52%。

建设高标准农田、加大特色产业扶
持力度、引进大型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打造“大同好粮”区域公用品牌……近
年来，市委、市政府把特色产业发展作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
兴的“制胜法宝”和有力抓手，打出一系
列“组合拳”，催生我市特色产业蓬勃兴
起，努力让根植于黄土地上的特色产业
转化为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硬支撑和强
依靠。

按照市委十六届五次全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融入京津冀 打造桥头堡的
实施意见》，全市“三农”战线广大干部
群众凝心聚力，大力实施“特”“优”战
略，聚焦种植业、设施农业、畜牧业、林
下经济、渔业、农产品精深加工六大重
点板块及黄花、黄芪两大特色产业，突
出抓规划、抓园区、抓产业链、抓龙头企
业带动，构建特色农业协同发展的产业
新格局，融入全国大市场供应体系，打
造首都特优农产品供给地。

平畴沃野织锦绣 筑梦“三农”绘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