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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鲜明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
重大意义，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强音。

一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于文化
传承与发展中汲取自信力量，亿万中华儿女向着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阔步前行。

新高度：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繁荣兴盛的
根本指针

京城夏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观者
如云。

新石器时代“7000岁”的陶人面像、二里头遗址绿松石
龙形器、商代象牙杯、周代铜牺尊……展厅里，一件件华夏瑰
宝无声讲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观众注视着它们，眼中满是
对灿烂文明的骄傲。

文明立世，文化兴邦。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

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
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
阐述——

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
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以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
成就、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系列重要论述，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充盈中华
文化独特气韵，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提供科学指引。

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小桥流水，河街相邻。
2023年7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后一个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这里。代代传承的苏绣，令总书记感慨万千：“中
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这个苏绣就可以看出来。像这
样的功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和定力，这是中华
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一番话，阐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血液里不变的根、本、
魂，流贯的意、蕴、脉，传承的精、气、神。

思考着中华文明的古与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的关键时期，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身体力行推动中华
文化再铸辉煌。

以文赋能，满足人民期盼——
“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

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
2024年5月17日，党中央首次召开以旅游发展为主题

的重要会议——全国旅游发展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擘画“诗和远方”美好图景。

在陕西汉中，强调“汉中藤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久负盛
名，要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江西
景德镇，叮嘱“加强创意设计和研发创新，进一步把陶瓷产业
做大做强”……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文化与经济良性互
动、交融共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鲜明的人文底色。

以文化人，厚植精神伟力——
“我们对这些历史都很早就了解，但还要学而时习之，反

复琢磨、吸取营养，从中去提炼、去升华我们的领悟。”2024
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江山
的来之不易。

代表党中央祝贺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落成使用，赞叹

“看过以后民族自豪感倍增”；在江苏盐城参观新四军纪
念馆，感慨“这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
动教材，要用好这一教材”；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在习近平
总书记引领推动下，中华儿女的志气、骨气、底气愈加昂
扬激越。

以文相交，奏响文明乐章——
2023 年 12 月 3 日 ，一 场 以 中 华 五 千 年 文 明 史 的

实证——良渚遗址命名的论坛在杭州举办。
在致首届“良渚论坛”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推

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的真诚希冀，令现场中外嘉
宾心潮澎湃。

出席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向2023北
京文化论坛、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相继发去贺信……
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和谐共生中“日新又新”，世界文明百
花园愈加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先进思想与非凡事业彼此辉映，科学理论与伟大实践相
互激荡。 （下转2版）

展 现 新 气 象 开 创 新 局 面
——写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林 晖 施雨岑 史竞男 王思北

本报讯 （记 者 黄朝
梅）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
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
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农工
党北京市委会主委、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金南一行来商考察
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农工党
陕西省委会主委、西安市政协
副主席、农工党西安市委会主
委王国根，农工党北京市委会
专职副主委江欣，农工党陕西
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刘勤州参
加。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权
雅宁，副市长苏红英陪同。

王金南一行先后深入两
河口城市运动公园、丹凤酒
庄、棣花古镇等进行实地考察
调研，详细了解中心城市“2+
7”水生态修复、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以及我市在南水北调水
源地保护和美丽中国先行区
建设方面的工作情况。在座
谈会上，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
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市秦岭生态保
护局作了交流发言。

王金南对我市在南水北
调水源地保护和美丽中国先
行区建设方面的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他说，近年来商洛的
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非常大，希
望商洛继续坚持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把秦岭生态保护作为
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
加强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
要对标美丽中国先行区的目
标要求，全面深化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大力发展绿色新质生
产力，加强绿色发展协作，以
高 水 平 保 护 促 进 高 质 量 发
展。要将推进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
新基地与美丽中国先行区建
设结合起来，细化实施路线
图，完善相关管理机制，系统
科学推进各项工作。要积极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努力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成
经济发展优势。要打好政策
组合拳，引导地方发挥生态比
较优势，找准产业定位，发展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拓宽生态产品变现渠道，增强高质量发
展的内生动力。

权雅宁对调研组表示欢迎，向农工党中央、农工党北
京市委会以及陕西省委会对商洛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
谢。她说，我市将以此次考察调研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的重大
政治责任，不断加强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工作研究、思考和
谋划。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全力提升南水北调水质、水量安
全保障水平，确保实现“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积极探索“两
山”理念商洛实现路径，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发掘绿水青山蕴含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努力将我市生态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走出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农
工
党
中
央
副
主
席
王
金
南
来
商
考
察
调
研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前不久，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公布第三批
全国21个“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镇安县
安山日出云海、罗家营水乡星空作为日出云
海和星空景观成功入围。这是镇安县继塔
云山云海景观上榜第二批“全国天气气候景
观观赏地”之后，又增加了两块金字招牌，成
为我市推动“两山”生态价值转化的典范。

近年来，镇安县紧扣“一厅四地”发
展定位，坚定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
路，先后荣获“中国天然氧吧”“2023 年国
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美丽中
国·深呼吸小城”“中国最佳生态康养旅
游名县”“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
称号，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镇安高质量
发展最强的底气，“生态美”这块金字招
牌更加亮丽。

山清水秀山清水秀，，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生态环境更加优美

初夏时节，三五好友或漫步乾佑河边，
或拾级而上听金台钟声，大家不住地感叹，
这一年来小城镇安变化太大了，空间变大
了、县城变绿了、公园变多了、道路变畅了、
河道变清了、街巷变净了、夜景变美了、环境
变优了，这个昔日“只堪图画不堪行”的山

城，健身步道上幼童嬉戏，鲜花长廊馥郁芬
芳，山水相映自成一色，呈现出一幅幅生态
美与社会安的幸福画卷。

近年来，镇安县纵深推进蓝天、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在全市率先开展和落实
河长制、林长制工作，不断创新环境监管方
式方法，常态化开展保护秦岭生态环境，大
力实施城市更新及生态修复，累计建成口
袋公园 21 个、健身步道 20.6 公里，全县森
林覆盖率达到 68.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稳定保持在345天以上，青铜关前湾、旬河
商洛入安康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国家Ⅱ类标
准。良好的生态环境、秀美的山水让群众
有了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山水为基山水为基，，生态惠民日益彰显生态惠民日益彰显

三月的镇安万物复苏，走在山间小路
上，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定睛看去，一丛丛
秦岭蕙兰花开正艳。秦岭深处的中国·镇安
兰花产业园，热闹非凡，成千上万盆不同品
种的兰花姿态各异、吐露芬芳，吸引了众多
游人慕名前来观赏和购买，现已成为西北地
区最大的种植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1.2亿

元，接待游客10万人次。正河村党支部书
记杨自有说，在兰花产业园举行的陕西第十六
届兰花交流会3天时间里，仅村上一家传统
糕点手工作坊就挣了8万多元。

镇安全域处于秦岭腹地，自然资源丰
富，茶叶、蚕桑、烤烟、魔芋、中药材、板栗、核
桃等农产品闻名遐迩、质优量大，被誉为“中
国板栗之乡”和“天然药库”，荣获“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称号。高峰镇营胜村五味子
产业基地里，村民在给挂果期的五味子除杂
草，施农家肥。渔坪村的冷水鱼养殖基地
内，中华鲟自由自在地潜游于水底，成群的
金鳟、虹鳟在水面追逐跳跃，工人忙着捞鱼
装车，一幅山美、水绿、人勤的美丽乡村画跃
然纸上。这只是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镇安依托天然的生态资源，把资源变资产，
资产变资金，带动更多群众依靠生态产业发
家致富，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
道路上越走越顺。

秀美山河秀美山河，，生态旅游收效显著生态旅游收效显著

最美人间四月天。木王山的百里杜鹃
如期绽放，漫山粉红色的花朵娇妍似锦，将
山岚装扮成了花海，沿着蜿蜒的步道，徜徉

在杜鹃花海中，目光流连于那些鲜艳夺目
的花朵，不禁轻叹“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
山花不负侬”。

来镇安，不仅要赏花，还要去爬道教名
山塔云山，看安山日出云海，走茂密的原始
森林，感受清澈见底的山泉，住磨石沟童话
谷里的罐罐屋，吃腊肉豆酱、浆粑糊汤、水煎
饼、黑米擀面皮、芝麻饼……

今年，镇安县围绕打造“秦岭最佳康
养会客厅”，加快推进合曼养生谷等 15 个
重点康养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塔云山 5A
级景区、木王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
精心挖掘打造镇安特色美食品牌，不断唱
响“来安去安·小城镇安”旅游品牌，1—5
月，全县已接待游客 302 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18 亿元，“绿水青山”悄然嬗
变成“金山银山”。

镇 安 持 续 擦 亮“ 生 态 美 ”金 字 招 牌
本报记者 马泽平 通讯员 宋发苗

6月1日，洛南县四皓街道营房村的游客络绎不绝，儿童游乐场里笑声不断。近年来，营房村
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厚植红色底蕴，提升山水价值，培育新兴业态，通过创建农旅融合示范点，修
建亲水长廊、白杨乐园、飘香田园、农家客栈等休闲项目，带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升级发展。

（本报记者 米子扬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田娇娇）近年来，山阳县聚焦空
气清新、碧水长流、青山常在，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以气养城，山阳的天空更湛蓝。山阳县严格落实《山
阳县城区涉气污染源联系包抓制度》和“75311”调度机
制，稳步实施五大治理工程，推进工业企业深度治理。积
极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行动，全面落实面源综合治理，加
大散煤治理力度，严格散煤生产、加工、储运、销售、使用环
节监管。加强秸秆禁烧工作，强化车辆优化工程，路查路
检柴油货车尾气排放，管控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全
县公交、出租车辆新能源率100%。狠抓扬尘污染治理，
对城区重要路段冲洗保洁，加强建筑施工扬尘污染治理。

以水润城，山阳的河水更清澈。山阳县持续深化水
环境污染治理，加强入河排污口长效监管，开展金钱河干
流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环保基础设施提质增
效，对山阳县城北大街和山阳县城西南片区污水管网进
行改造，新建污水管网 2.39 公里，新建雨水管网 9.3 公
里，城区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得到进一步提高。深入推
进水生态系统修复，着力加强水资源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水环境风险防控水平。保障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定
期公开发布城镇集中式饮用水安全状况。加强对污水处
理厂（站）、尾矿库、涉水企业和沿河畜禽养殖场的监督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督办整改，杜绝水污染事故发生。

以土净城，山阳的土壤更安全。山阳县持续加强重
点项目建设用地管理，强化“一住两公”地块监管，累计
完成 20 个“一住两公”建设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定期对土壤重点监管单位开展专项检查，督促企业开
展土壤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监督建立“一企一档”工
作台账。完成了山阳县矿业开发公司小河口铜矿地块
等 3 个地块风险管控，有效防范土壤污染风险发生，土
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
全利用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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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一线记者在一线

本报讯 （陕西日报记者 吴莎莎）据《陕西日报》

消息，截至 5 月 31 日，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262.6 万亩，占

应收面积的 18.58%；收获油菜 243.46 万亩，占应收面积

的 87.58%；累计夏播粮食 274.31 万亩，占预播面积的

26.12%。全省各地农机调运畅通，夏收夏播进展顺利，

关中主产区小麦陆续成熟，预计下周进入收获高峰

期。今年陕西夏粮面积 1600 万亩左右，以小麦为主。

目前在田小麦 1427 万亩，较上年增加 16 万亩。据气象

预报，“三夏”期间“烂场雨”可能性较小，局地“干热风”

发生概率较大。农业专家总体判断，如无大的灾害，夏

粮丰产丰收形势较为乐观。

我省各级农机部门全力做好“三夏”机收机播工

作，提前准备机具调度供给。各地督促指导机手开展

机具检修保养，县级农机部门督促动员农机经销、维

修、零配件供应商和农机合作社等各类农机服务主体，

提前做好农机零配件等物资的调剂和储备工作。各级

农机部门提前开展小麦机收、玉米播种信息摸排，及时

掌握作业机具供需状况；根据当地“三夏”农机作业任

务，提前做好农机具引进和外出作业组织服务工作，并

及时调度调配；督促指导农机服务组织早动手、早衔

接，加强与周边村组、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的联系，提

高“三夏”农机作业组织化水平。

陕西进入夏粮收获高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