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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河南考察并发表重要讲
话。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为遵循，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凝心聚力、鼓足干劲，自觉做推动高
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践行者，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新篇章。

坚持创新引领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机器轰鸣中，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生
产线上，工人们正在忙碌作业。9 大类型、3 万余种
产品在这里制造，应用于航空航天、工程机械、风力
发电等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说，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
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
子。这坚定了我们做好制造业、挺起民族轴承工业
脊梁的决心。”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新莹感到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

王新莹表示，企业将加大科技研发力度，积极拥
抱数字化智能化浪潮，提升核心竞争力，让轴承这一
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更好服务于各产业，实
现从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的跃升。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科技创新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湖南智电谷新能源技术研究院负责人刘鑫宇
说，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的重视，让我们深受鼓
舞。研究院正在布局建设中试基地，在各个孵化项
目逐渐落地过程中，架起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
桥梁。“我们将努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破解转化梗阻，让科技成果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生产力。”

“总书记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并为河南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让
我们更加坚定迎难而上的信心。”河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马健说，河南将紧抓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机遇，以务
实作风推动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十五
五”开创河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依兰县辉隆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谭
亮对总书记提出的“要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扛牢粮
食安全责任”体会深刻：“我们将运用无人机飞防作
业、‘一喷多促’等手段，精细开展田间管理，为丰产丰
收筑牢根基，以实际行动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守护文化瑰宝
开辟文旅融合发展广阔前景

河南洛阳伊水岸畔，龙门石窟千载伫立。窟龛、
石刻造像、碑刻题记，令无数中外游人流连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对龙门石窟的保护非常重视，嘱
咐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让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杰
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保护工作从抢救
性保护转为预防性保护，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和材料，
推动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水平再上新台阶。

在四川三星堆博物馆，“90 后”文物修复师谢丽
正专注地清理着青铜人头像上的锈迹。习近平总书
记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让谢丽倍感振奋。

“作为年轻一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者，我们一定
按照总书记要求，发扬工匠精神，努力把三星堆出土
文物以最好状态呈现给观众，让中外游客更好感受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她说。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既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
和传承，也是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瞿塘峡景区通过
打造诗词文化聚集地、推出“重走诗人足迹之旅”等
活动，让游客们在旅游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我
们将进一步优化服务，打造个性化、智慧化场景，推
动文旅融合走深走实。”重庆市赤甲旅游文化创意开
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彭娟说。

山西应县木塔，是世界上现存最高木塔。为保护这一文化遗产，当地以人防、
技防、消防等为抓手，织密文物保护网、筑牢安全防火墙。

应县文旅局局长郭志向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指
引我们在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的同时，积极探索馆藏珍贵文物数字化保护，通
过设置展板、开发文创产品等方式吸引游客，进一步探索保护与发展双赢的路子。

提升治理效能 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

高效能治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保障和基础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落实党的领导，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新经

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组
织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郑路说。

郑路认为，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各级党组织要积极探索适应新业态特
点的党建模式，推动党建工作与行业、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
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东彰仪村抓
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契机，组织党员带领村民积极发展蔬菜、制种等产业，村
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基层强不强，要看领头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面落实党的领导’‘用心
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东彰仪村党支部书记王光
新表示，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聚焦村民关切事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5 月 20 日，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为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
展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民营经济促进法保障了民营企业的各
项权利，让我们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荣程集团董事会主席张
荣华说，“我们将落实好总书记要求，守法善经营，加强风险防范，推动企业健康成长。”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我们对关键点位组织开

展专项监督检查，将坚持‘学查改’一体、‘时度效’兼顾、‘废改立’同步、‘风腐责’
并重，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任务，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辽宁省
沈阳市沈北新区委书记吴军说。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本报讯（记者张静怡）生态振兴作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农村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市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提升农业绿色发
展、产业方式低碳循环、乡村环境生态宜居
工作，有力促进乡村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
价值。

发展节水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把大
面积提升粮食单产作为关键举措，大力发
展水肥一体化、测墒灌溉等农业节水技术，
全市累计推广面积 130 万亩；加强高标准
农 田 建 设 ，全 市 累 计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103.28 万亩，高标准农田率由 22%提升至
48.3%。2024 年，全市粮食产量突破 15 亿

斤大关，再创历史新高。
强化生态治理，促进绿色发展。实施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积极实施减量增效行
动，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形成“果枝—
食用菌—有机肥”综合利用模式，秸秆、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 93%、88%，农
膜回收率达到 90%；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全市累计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14.9 万户，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85%，生活垃圾处理
率 99.4%，生活污水治理率 48.6%，黑臭水
体实现动态清零。

片区组团发展，建好沿黄乡村振兴标
杆。聚焦沿黄 6 个县（市、区）16 个乡镇 90
余个行政村，按照“一带三区四组团”空间

布局，形成“五园八线路九个万亩基地”产
业发展态势。放大农耕魅力，加快推进 9
个乡村旅游综合体建设，培育大枣文化园、

“萄醉田园”、东寨九曲黄河观景台、阌园生
态农业园、汉山—枣香河、金鸡岭黄河入豫
观景台、盘豆驿研学实践点等一批运营实
体；串联文化、农业、生态资源，形成 8 条乡
村 旅 游 线 路 。 聚 焦 大 枣 、莲 菜 、油 菜（油
葵）、葡萄、柿子、花椒、连翘等特色产业，建
设 9 个万亩绿色基地；建设特色产业集聚
区，87.5%的沿黄村庄形成特色种养专业
村，特色产业占沿黄农业产值比重达 87%，
辐射带动 26 个乡镇 300 多个村庄近 24 万
群众增收致富。

崤函古道栉风沐雨，黄河波涛奔涌
千年。

三门峡，这 个 坐 落 于 豫 晋 陕 三 省
交界的千年古城，承载着仰韶文明曙
光与丝路遗韵，文旅融合的种子早已
生根发芽。

近年，我市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
战略，聚焦聚力做好“文”的文章，文化
强市建设迈出新步伐，崤函大地上文旅
融合新业态接连涌现，新场景活力迸
发，文旅经济开创新高，成为助推现代
化三门峡建设的有力引擎。

从非遗技艺的现代演绎，到历史遗
迹的科技活化，从仰韶文化的彩陶纹路
到天鹅湖畔的翩跹舞姿，从地坑院里的
烟火气息到《大秦烽云》的实景光影，三
门峡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体，谱写了
一曲“古今交融”的华彩乐章。

以文塑旅：文化装点旅
游新画卷

以文塑旅，赋予旅游更深厚的文化
内涵。

函谷关，这座屹立于三门峡的雄关
要塞，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是古代军事
与文化的重要象征。

3 月 14 日，“紫气东来·问道函谷”
2025 年《道德经》文化艺术周活动在灵
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开幕，通过
展览、演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进行
艺术表达与文化展示。

“旅游景点要想吸引游客，必须有
文化特色。”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相

关负责人说。
近年，灵宝市以函谷关与《道德经》

为核心，举办《道德经》文化艺术周，推
出大型实景演绎节目，打造“函谷论道”
等品牌活动，不断提升函谷关作为文化
圣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游客接待
量与满意度双提升。

今年“五一”期间，函谷关景区推出
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地区首个大型“水上
铁花秀”《函谷盛境》，白天开展《楚汉争
关》《玄宗祭祖》等实景演出，夜晚呈现
铁花秀，全天精彩不断，吸引游客延长
游玩时间并带动二次消费，景区单日最
高接待游客 2.91 万人次。

5 月 9 日，陕州地坑院民俗文化园
内人潮涌动，欢声笑语此起彼伏，陕州
剪纸、皮影戏等非遗表演轮番上演，20
名泰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

地坑院又称“地下四合院”，被称为
人类穴居文明的活化石，地坑院营造技
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目前，陕州区尚存近万座地坑院，
该区近年来陆续对 100 多座地坑院进行
修复性建设，并集中开发建设地坑院核
心游览区域。

因“特色民居文化”、“非遗剪纸”展
示、“陕州锣鼓书”展演等特色文化的加
持，如今，陕州地坑院已成为我市旅游
业蓬勃发展的亮丽名片。

以 文 塑 旅 ，让 文 化 成 为 旅 游 的 灵
魂，将厚重的文化和秀美的风光转化成
人们心中的“诗与远方”。我市坚持项

目化、工程化、清单化、节点化，持续打
造仰韶文化传承保护区文化地标，推动
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三门峡大坝黄
河文化旅游区、陕州地坑院非遗文化旅
游区三大片区建设，传统文化以更加生
动、多元的形式呈现在景区中，吸引大
量游客纷至沓来，推动我市旅游业蓬勃
发展。

以旅彰文：千年文脉焕
发新生机

以旅彰文，为文化传播搭建更广阔
的平台。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仰韶村
遗址在 2021 年迎来焕新升级。仰韶文
化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开 放 后 ，通 过 AR 导
览、数字沙盘、沉浸式考古体验等项目，
将距今 5000 年的彩陶文化转化为可触
可感的互动场景。游客们不再只是隔
着玻璃观看文物，而是能亲手“烧制”彩
陶、模拟钻木取火，在体验中触摸文明
起源的温度。

崤函古道，这条横亘千年的丝路遗
迹，曾是商旅驼队穿越秦岭的咽喉要
道。如今，我市明确提出建设打造崤函
古道（石壕段）世界文化遗产集群，在旅
游宣传推广、产品体系、空间线路、形象
展示等一系列工作中多角度、全方位展
示崤函古道历史文化地位，把遗址作为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让广大游客和
青少年学生在此深切感受文化遗产的
魅力。

依托西周虢国墓地遗址而建的虢

国博物馆，以馆藏珍品“玉鹅”“玉凤”等
文物为灵感源泉，推出一系列兼具实用
性与艺术性的文创产品。造型精美的
冰箱贴、手机支架、茶具，每一件文创产
品都巧妙地融入虢国文化元素。“年轻
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超出想象，他们愿
意为‘新国潮’买单。”虢国博物馆相关
负责人感慨道。

以仰韶文化为核心，我市打造“早
期中国”文明长廊，新建庙底沟博物馆、
中流砥柱博物馆，对仰韶文化博物馆、
虢国博物馆等场馆进行数字化提升，

“三门峡古代文明历程”互动投影系统、
“三门峡黄河文化遗珍”魔墙互动系统、
“文物精粹”多媒体互动展柜系统等数
字化成果展示，球幕影院、全息投影、
VR 场景再现、裸眼 3D 等现代科技强势
赋能，让游客通过互动体验，触摸历史
脉络，了解仰韶文化。

仰韶系列彩陶服装和“华夏之花”陶
如意、仰韶彩陶木刻文创产品精彩亮相，
上新博物馆主题黑卡烫银明信片、吊坠
冰箱贴、彩陶盆冰箱贴、宝轮寺塔纪念
币、精品文物系列香薰片等，吸引众多游
客欣赏选购……文创产品成为延伸消费
链条、传播文化特色的有效载体。

“文明探源·仰韶文化主题游”考古
研学列入全省首批文物主题游，仰韶
村 考 古 遗 址 纳 入“ 行 走 河 南·读 懂 中
国”华夏溯源研学之旅线路，“黄河三
门峡·美丽天鹅城”研学课程获评沿黄
九省（区）研学旅行联盟“沿黄十佳精
品课程”…… （下转第四版）

5 月 20 日，市民在展会
上品尝心仪的商品。

第三十届三门峡黄河
文化旅游节暨中部特色商
品 博 览 交 易 会 正 在 举 行 ，
展 会 设 置 8 个 展 区 ，规 划
展 位 252 个 ，展 览 面 积
7000 平方米，吸引了 10 余
个国家及全国 28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 200 余家
客商参展。
本报记者 张朝峰 摄

我市坚持走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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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

推进沿黄乡村振兴建设 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花开中国 锦绣崤函”系列报道之五

文旅融合之花——古今交融的华彩盛宴
本报记者 王婉媚

本报讯（记者张静怡）初夏
时节，俯瞰三门峡沿黄生态廊
道示范区段，绿意锦绣，水天一
色的黄河美景尽收眼底。近年
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
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创
新引领，倾力建设六大沿黄“标
杆”，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
治理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聚焦探索前沿科创路径，
建设经济发展创新标杆。该区
以院士产业园建设为核心，持
续深化与 43 所高校跨区域合
作，引进更多中试项目落户本
地 ，打 造“ 研 发 — 中 试 — 产 业
化”的特色中试产业生态，为主
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提供科技

支撑；发挥科技大市场、孵化器
等“双创”载体作用，构建“空
间+孵化+基金+服务+生态”
五位一体的创新生态体系；全
面推进工业“三大改造”，打造

“零碳园区”样板，为沿黄产业
迭代升级注入创新动能。

聚焦增进产业优势互补，
建设产业融合标杆。该区深入
推进“产学研金介”深度融合，
实现园区土地集约利用、资源
循环利用、能源梯级利用、污染
物集中处理处置，积极打造中
西部地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集
群，培育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2025 年，该区计划实
施延链补链强链项目 25 个，总

投资约 115.97 亿元，促进产业
高质量发展。

聚焦沿黄美丽乡村建设，
建设乡村振兴标杆。该区坚持
规 划 联 编 、设 施 联 通 、产 业 联
片、党建联创发展思路，目前，
覆盖沿黄 20 个行政村的 14 个
乡村振兴项目加速推进，7 个
基础设施项目稳步实施，助力
实现和美乡村建设新突破；加
快实施大王蔬菜产业园、凤凰
峪苹果公园等 6 个产业项目，
建设万亩古枣林等 3 个有机农
业全产业链项目，培育壮大特
色农业产业集群。

聚焦深挖沿黄文旅资源，
建设沿黄生态旅游标杆。该区

持续完善沿黄基础设施和旅游
配套设施建设，不断丰富“沿黄
十景”，增强沿黄生态底色和文
化 内 涵 。 建 设 凤 凰 峪 苹 果 公
园、凤凰峪水库旅游景区，打通
沿黄生态廊道—好阳河廊道—
凤凰峪水库—燕子山森林公园
的便捷旅游通道，打造农业、水
利、文化、旅游相融合的三门峡
后花园。

聚焦优化生物多样布局，
建设生物多样性标杆。该区抓
实抓细沿黄生态廊道河岸养护、
设施提升、卫生环境等工作，抓
好黄河湿地保护区、后地天鹅
湾、好阳河湿地、淄阳河入黄口
湿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推

动三门峡国家级黄河湿地科普
中心、黄河文化馆功能品质提
升；实施投资 2亿元的城市雨污
管网升级改造工程，持续加强对
沿黄一级支流排污口排查整治，
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聚焦统筹生态系统修复，
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标杆。该区持续开展黄河一级
支流生态修复工作，实施总投
资 1.26 亿元的生态修复治理项
目，提升一级支流生态涵养功
能；同时，建立生态监测点，实
时调整生态指标，科学配置植
物群落，巩固生态修复成果，实
现生态修复长效治理，不断加
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屏障。

逛展会
乐陶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