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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灼灼，熠熠生辉；濠江潮涌，奔
腾向前。25 年前的今天，在雄壮的《义
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历尽风雨的澳门
回到祖国怀抱。从此，澳门开启历史新
纪元，迎来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质量
最高、居民获得感幸福感最强的时期，
在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的道路上
阔步前行。

数百年沧桑，廿五载巨变。回归 25
年来，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
取 得 举 世 公 认 的 成 功 ，展 现 出 勃 勃 生
机、独特魅力。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确立
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牢固树立，澳门
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国际影响力显著提
升。尤其是过去 5 年来，特别行政区政

府团结社会各界和广大居民协同奋进、
迎难而上、务实有为，全力推动澳门各
项事业迈上新台阶。2023 年本地生产
总值实质增长高达 80.5%；2024 年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房屋、社会及小区服务
等预算占总预算开支的比例达 44.8%；
编制历史上首个全面系统的多元发展
规划，经济适度多元的重点产业占总体
经济的比重逐步上升；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取得新成效；爱国爱澳核心价
值 日 益 深 入 人 心 …… 今 天 ，澳 门 这 朵

“盛世莲花”更加绚丽多姿。
习近平主席指出：“这 5 年澳门发展

取得的显著成绩，得益于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得益于中央政府和祖
国内地大力支持，得益于国际社会积极
参与，是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
拼出来、干出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
国两制”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
合澳门根本利益的好制度。只要对“一
国两制”坚信而笃行，“一国两制”的生
命力和优越性就会充分显现出来。面
向未来，中央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
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的方针，确保不会变、不走样。
“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
门长期繁荣稳定。25 年来，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坚持把“一国
两制”原则要求同澳门实际相结合，勇于
探索和创新，不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

“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从落实澳门基
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制定实施《维护国
家安全法》，到系统修改《维护国家安全
法》，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从在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
等过程中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
到扎实推进爱国爱澳教育工作，让爱国
爱澳传统薪火相传……“一国”原则愈坚
固，“两制”优势愈彰显。坚守“一国”之
本，善用“两制”之利，才能为香港、澳门
创造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25 年来，国家把澳门作为掌上明珠，
始终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的最坚强后
盾，始终为澳门发展提供最大机遇。中
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
部署，强调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
发挥作用机制。这为澳门融入中国式现
代化、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新的历史机遇。积极对接国家战
略，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机遇，做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建设这篇文章，更好发挥自身所长，增
强竞争优势，积极应对经济结构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
现自身更好发展，定能持续书写澳门与
祖国内地同繁荣共奋进的华彩篇章。

镜 海 扬 帆 风 正 劲 ，劈 波 斩 浪 又 出
发。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澳
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
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央的
坚 强 领 导 下 ，在 祖 国 内 地 的 大 力 支 持
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勠力
同心、守正创新、担当进取、善作善成，
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一定
能够取得更大成功，澳门一定能够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
大贡献。

前景无限光明，澳门未来可期！
（新华社北京12月 19日电）

本报讯（记者白叶楠）12 月 20 日，
厦门市文联考察团到我市，深入第十五
届 中 国 摄 影 艺 术 节 展 览 现 场 考 察 调
研。厦门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
元，副主席杨景初等参加考察。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清华陪同考察。

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展陈设
计新颖、形式多样，入展作品风格多元、
个性鲜明，自开展以来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摄影爱好者及市民群众前来参观，展
览现场人气火爆。在三门峡国际文博
城展厅，考察团穿梭于第十五届中国摄
影金像奖获奖者作品展、繁花竞放——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十年摄影精品展、黄
河焕彩·天鹅有约——2024 中国三门峡

主题摄影展等各个展区，认真欣赏每一
幅作品，并不时与相关负责人进行交
流，详细了解本届摄影艺术节策划组
织、展陈布局、创新运作等情况。

考察团对本届摄影艺术节展览给
予高度评价，认为三门峡人文厚重、生
态优美、活力四射，与摄影艺术有着天
然的契合基因，连续成功举办多届高
水平的国际摄影大展，进一步丰富提
升了城市的气质内涵和人文精神，扩
大了城市的影响力和文化品牌价值。
此次考察所带来的思考与收获，将为
厦门市文联在今后进一步推动摄影艺
术的发展、促进文化交流与繁荣提供
重要的参考和助力。

本报讯（记者王志强）12 月 20 日，
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大象出版
社、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的 中 国 古 代 交 通 与 文 化 传 播 研 讨 暨

《崤 函 古 道 史》新 书 发 布 会 在 我 市 举
行。原正市级领导昝武建，中原传媒
股份公司董事、总编辑董中山出席活
动并致辞。

《崤函古道史》以翔实的史料为依
据，生动叙述了崤函古道的起源、发展、
兴盛的历程，深入探讨了崤函古道在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展现了各个历史时期古道上丰富
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

《崤函古道史》作者李久昌分享了
创作心得。在研讨交流环节，来自中国
古都学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秦汉
史学会、黄河文化研究会、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三门
峡本地的专家学者，以《崤函古道史》发
布为契机，对古代交通与文化传播进行
了深入研讨交流。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12 月 21 日，市委办
公室在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开展

“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美好家园”主题党
日活动，让党员干部在社会实践中增强
生态文明理念，助推全社会形成保护生
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在天鹅观赏区，党员向游客发放景
区旅游指南、文明旅游倡议书，引导游客
有序行车，疏导交通；为群众普及白天鹅
的生活习性等基本常识，引导大家合力
共为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宣传绿色湿

地的重要作用及保护方式，介绍近年来
市委、市政府在持续优化黄河湿地生态
环境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以讲述家乡
故事的形式进一步擦亮“城市名片”。

参与活动的同志分工协作，沿着河
道捡拾垃圾、清洁环境，以实际行动影
响和带动身边群众增强热爱家乡、共建
家乡的社会责任感。活动中，大家纷纷
表示，今后将持续围绕现代化三门峡建
设“13561”工作布局、“新河文山农”五
篇文章，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
境优化的工作部署，为建设美丽三门峡
贡献积极力量。 （吴倩虹 陈林道）

本报讯（记者师宝华）“您好，这里
是‘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请
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近年来，三门峡
市交通运输局“12328”热线服务平台坚
持 24 小时在岗、全天候在线，及时处理
群众有关诉求受理、转办、回复、回访，
积极搭建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

“连心桥”，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
神，着力推动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平稳、
健康、有序发展。

面对群众多元化诉求，“12328”热线
服务平台严格按照“简单问题即刻办、复
杂问题限时办、长期问题研究办、疑难问
题协调办”的标准，对群众诉求做到件件
过问，全程跟踪。同时，研究制定我市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管理办
法、月通报督导等制度，按照“分级负责、
属地管理、无缝衔接”的原则，指定专人
及时下单，便捷、高效受理处置每条来
电，做到有问必答、有报必接、即接即办，
及时反馈和回访，做到闭环管理。

在管理模式上，市交通运输局严格

实施标准化服务规范和服务流程，建立
标准化呼叫中心，制定热线服务质量考
核标准，将服务质量考核标准细分到
项、到岗、到人。同时，定期排查、修正
不规范工单，利用每月工作例会，在学
习当月热点政策知识的同时，评比出优
秀班组、优秀职工，并对当月失分项、错
误工单进行分析，提升服务质效。

今年以来，“12328”热线座席共受
理 工 单 14990 件 。 其 中 ，信 息 咨 询 类
13781 件 ，占 比 92%；投 诉 举 报 类 1209
件 ，占 比 8% 。 办 结 率 100% ，回 访 率
100% ，回 访 满 意 率 100% ，在 全 省

“12328”热线运行服务质量考评中排名
第三。

据介绍，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
持续改善“12328”热线服务平台工作机
制，着力实现群众诉求“接诉即办”，全
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做到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让“12328”
热线服务平台真正成为“服务司机的好
帮手、畅通民意的好渠道”。

本报讯 近日，2024“一带一路”暨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国
际赛路桥工程施工技术应用赛项在南
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三门峡职业技术学
院建筑工程学院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专业学生许科举、安冉脱颖而出，以总
分第三名的成绩摘得银牌。

本赛项由 7 支中国代表队、9 支南
非代表队参加，设 2 枚金牌、4 枚银牌与
4 枚铜牌，分为工程案例考核和工程项
目实操能力比拼两部分。其中，工程案
例考核覆盖道路、桥梁、隧道施工，要求
在特定的工程概况基础上，依据施工规
范，依次完成施工原材料、作业条件、工
艺流程、技术要点、质量标准、成品保
护、施工进度计划部署、质量验收等多
个模块的工作任务；工程项目实操能力
比拼部分要求围绕给出的机具设备，完

成特定的道路、桥梁、隧道模块化施工。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在两

个模块的比赛中，凭借扎实的备赛基础
发挥出色，两部分成绩累计叠加取得了
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并获得银牌，赢得
了中外裁判的一致好评。

此次大赛，不仅展示了三门峡职业
技术学院在人才培养、教学改革、专业
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更推动了
学院与南非国家院校的文化交流与技
术合作。该学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
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构建“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的课赛融合培养模式，深化
教学改革，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提高国
际化办学水平，持续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的高素质工匠型人才。

据了解，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是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由轮值主席国
主导主办的国际级大赛。该项赛事已于
2022 年、2023 年成功举办两届，被“金
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工作组赞
誉为最具平台性和开拓性的活动之一。

到访南非期间，三门峡职业技术学
院代表团还与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

方技能发展工作组主席、“一带一路”暨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国际联盟理事长、厦
门市金砖未来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研
究院院长刘振英，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
技能发展、应用技术和创新（南非）工作
组主席马普莱·恩卡尼瓦及主席助理博
诺洛，南非西北大学、南非数字创新中
心（AB4IR）等高校和机构的领导围绕
职业教育、现代路桥施工技术等主题进
行了交流，介绍了该学院的基本情况，
提高了该学院的国际知名度。

（王毅 雷旭锋）

“你看，这新铺设的柏油路让
我们赶集和走亲串友更方便了！”
日前，卢氏县朱阳关镇涧北沟村任
长久老人乐呵呵地说。

涧北沟村虽然距朱阳关镇区
不远，但因沟长山多，道路碾压坑
洼不平，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许
多不便。近年来，涧北沟村充分挖
掘资源优势，争取基础设施、产业
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修复等专项
资金，先后实施了易地搬迁、基地
建设、房屋提升、打坝护地等一系
列民生工程，展现出环境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新景象。

涧 北 沟 村 抓 党 建 促 振 兴 ，村
“两委”干事创业谋发展，组织成立
了食用菌、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党
员干部带头种香菇、经营中药材，
带动全村发展香菇 600 万袋，玉露
香梨 800 余亩，山萸肉、连翘等中药
材 2600 亩。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 50 余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2.6
万元，成功创建农村“四星级”党支
部，被评为产业发展先进村、综合
治理先进村。

涧 北 沟 村 积 极 发 挥“ 一 约 五
会”作用，移风易俗成效显著，涌现
出一批产业发展带头人和“五讲四

美”家庭。村里“向上向善、比学赶
超”蔚然成风，组织的文艺演出服
务队先后到镇、县多次演出，并应
邀参加市总工会组织的锣鼓比赛
活动。

如今，涧北沟村长 8 公里的主
干道柏油路干净整洁，两旁的绿植
和路灯装点着山村美景，村子里一
栋栋民房白墙灰瓦，房前屋后一排
排菇棚里菇农们喜笑颜开。“村里
打坝又修路，管道通到家门口，菌
果产业大丰收，幸福生活暖心头。”
年轻菇农郝振清高兴地说。

（高长军）

12 月 15 日，
义 马 市 东 区 街
道 石 佛 社 区 群
众 正 在 用 传 统
手 工 工 艺 漏 制
红薯粉条，粉条
筋 道 爽 滑 深 受
消费者喜爱，既
保 障 了 冬 季 市
场需求，又增加
了群众收入。

张春光 摄

本 报 讯 “ 今 年 俺 家 准 备 加 工
2000 多斤红薯粉条，除完成 1500 斤客
户订单外，剩余 500 多斤准备进城到
腊月集上去卖，有望获得 2 万余元的
毛收入。”寒冬时节，卢氏县范里镇南
苏 村 11 组 农 民 王 新 亭 ，在 乡 邻 帮 助
下，一边紧张地打芡、揉面、锤瓢、盘
条、洗条、晾晒，一边乐呵呵地说。

11 月中旬以来，像王新亭这样的
红薯粉条加工户，在卢氏县洛河沿岸的
范里、横涧、文峪、东明、潘河、木桐等粉
条主产乡镇比比皆是。从 11 月中旬

起，2 个月时间内，卢氏县进入红薯粉
条加工季：忙碌的村民鏖战严寒，将一
年辛苦劳作种植的红薯淘洗干净打成
粉，加工成粉条售出，实现增收致富。

卢氏县四季分明、土层深厚、土壤
疏松、排水良好，光照时间长、昼夜温
差大，不仅适宜红薯生长，而且有利于
红薯糖分积累和品质提升。加上多年
来，卢氏“老季红薯粉条”“绿之源红薯
粉条”“灵神红薯粉条”“老粉坊”等创
出的市场好口碑，市场需求旺盛，推动
了卢氏红薯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已成

为群众增收的一大优势主导产业。
近年来，卢氏县引领农民成立种

植专业合作社，采取“股份经济合作
社+公司+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红薯
种植，引进“西瓜红”“板栗薯”“商薯 19
号”“豫薯 12 号”“徐薯 18 号”等优质高
产红薯品种，推广良种良法配套种植技
术，将亩产量提高到 6000 至 8000 斤。
此外，该县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还为农
户提供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等全链条
服务，并在洛河沿岸红薯主产乡镇探索
烟薯套种模式，实现一田多收、稳产增

收；形成多个红薯种植示范带和红薯粉
条加工专业村，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创业
就业。目前，卢氏县年产红薯粉条近
5000 吨，通过电商直播带货，远销上
海、江苏、广东等省区，不少农户还以订
单形式确保产品不愁卖、有销路。

卢氏薯农还进行土地流转，加大
红薯规模种植力度。该县相关领导表
示，今后将继续发挥红薯产品优势，在
提升品质上下功夫，在延伸产业链条
上做文章，持续夯实产业振兴基础，激
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叶新波）

临近年底，灵宝市五亩乡
项城村的一座小磨坊成了村
里最热闹的地方。前来磨面
的村民排起长队，机器的轰鸣
声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
一起，奏响了一曲别具乡土气
息的“年味乐章”。

“ 快 开 门 ，门 口 都 排 成 长
队 了 。”12 月 18 日，天刚蒙蒙
亮，项城村张红庆的磨坊门前
陆续有人赶来，三轮车、电动车
甚至小轿车上鼓鼓囊囊地装满
了小麦、玉米。张红庆的这间
小磨坊就在自家后院，坐落在
村子的中心位置，平日里为附
近群众加工日常所需面粉。

“ 孩 子 们 常 年 不 在 家 ，春
节才能回来，他们盼着能吃上
这新磨的面做的馒头、饺子，
那才有家的味道。”前来磨面
的宋曲村村民毛慧朋一边打
扫 着 磨 好 的 面 粉 ，一 边 笑 着
说，言语间满是对传统年俗的
执着。

磨 坊 内 ，机 器 飞 速 旋 转 。
张红庆戴着口罩，一会扛起一
袋麦子倒进磨口，一会帮磨面
的群众挑拣麦子里的石子，忙
得不可开交，额头上沁出细密
的汗珠，却顾不上擦拭。他专
注地盯着磨粉进度，熟练地操
作着磨面的机器。

“这几天比平常多好几倍
的活儿，从早到晚都不带歇的，一家人都
上阵帮忙！”张红庆边干边说。

据张红庆介绍，他们家经营的磨坊从
爷爷辈已经开始了，虽说现在生活条件好
了，但乡亲们还是认准了他家这小小的磨
坊，逢年过节生意相当火爆。小磨坊磨出
的不仅是粮食，更是乡亲们对团圆的热切
期盼。 （谢小涛）

厦门市文联考察团考察
中 国 摄 影 艺 术 节 展 览

中国古代交通与文化传播研讨
暨《崤函古道史》新书发布会举行

市委办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美好家园

一线架起“连心桥”全心全意解民忧

近年来，卢氏县持续优化城市布局，着力打造宜业宜居城市，城市品
位不断提升。图为近日在卢氏县靖华路棚改施工现场，机车轰鸣，工人紧
锣密鼓施工。 李东阳 摄

打造宜居城市 提升城市品位

不断开创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
——热烈祝贺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两名学生在国际赛事中摘得银牌

在希望的田野上

卢氏县进入红薯粉条加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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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畅村美产业兴

传承老手艺传承老手艺
粉条变粉条变““金条金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