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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2月 16
日出版的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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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文章强调，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
强则国家强。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艰巨繁重，对外开放深入推进，需
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
远的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要顺应事业发展需要，坚持系
统观念，全面加以推进。

文章指出，要坚持法治体系建设正
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定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改
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
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在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重大问题
上做到头脑特别清晰、立场特别坚定。
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必须是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
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体系，不能
被西方错误思潮所误导。

（转3版）

2月的一个清晨，春雪覆盖着
康乐县五户乡的紫松山。晨雾中，
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弓着腰，缓慢地
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80岁的丁炯立像往日一样上
山巡护。今年，是他坚持义务巡山
的第21个年头。

踩着厚厚的积雪，丁炯立开始
了第21年的巡山生活。

“老爷子了不得！”说起丁炯立，
五户乡的老老少少没一个不竖起大
拇指。生活简单得近乎清贫，却能
够过得安然自得。

一个挎包、一本书、一根拐棍，
就是丁炯立巡山的全部家当；一个
人，一座山，一条路，丁炯立硬是踏
踏实实走了21年。

“党员，就得听党话，跟党
走。”丁炯立说，从 1974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就懂得这个道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给“后
人”们留下一片绿色，“我老汉也
算没白活。”

“与山林作伴，与花草相知。”
巡山是个苦差事，可在他眼里，山
里的点点滴滴都满是惬意：走乏
了，停下来瞅一眼风景；渴了，山涧
里的泉水随便掬一把就能喝；日头
太晒，找个阴凉地一躺，比什么都
舒服。

老丁脾气随和，可他有个原则，
就是谁都不能破坏紫松山的一草一
木。邻居上山放牧，他站出来阻止；
大家烧香放炮，他就一眼不眨地盯
着……大家都笑他“拿着鸡毛当令
箭”“爱管闲事”，可老丁硬是一步都
不退让。

紫松山里的路，丁炯立闭着眼
都能走一遍。

“山上的草木三分栽，七分管。”
丁炯立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希
望紫松山上草木茂盛，等以后大伙
儿自然会明白。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紫松山都
举行“花儿会”，那时就成了丁炯立

最忙的时候。人员聚集，丁炯立怕
山林间发生火灾，每天都要上山巡
逻两三次。

“有一年，一个老汉在山上休息
的间隙抽了根烟，掉下的烟灰不小
心引发了火灾。等大家发现火势，
半个山已被火‘吃掉了’。”回想起那
次火灾，丁炯立气得直咬牙。

“还有一年正月初一，有人烧
香放炮引起山火，要不是大伙儿及
时扑灭，后果不堪设想。”丁炯立
说，这么大的山林，一两个巡山队
员的力量是很微弱的。想要保护
好这片绿色，必须得大家一起行动
起来。

为此，丁炯立每天坚持读书、看
新闻，只要了解到和植树造林有关
的政策，他都会认真记下来，再跑到
有关部门咨询求证，将政策落实到
自己巡山的日常中。

“山上多栽树，等于修水库。”他
逢人就讲，见火就劝，还将森林防火
和禁牧的相关通告张贴在村里所有
显眼的位置。在他的影响下，林缘
区的很多群众都明白了森林防火的
重要性。

走累了，丁炯立会坐下来翻翻
随身带的书籍。

如今，紫松山上的树木花草
一年多过一年。每当看到郁郁葱
葱的山林，老人脸上就露出欣慰
的笑容。

又是一年春天，丁炯立的头发
更白了，皱纹更深了，走起路来也更
吃力了。大家都劝他不要巡山了，
可丁老汉还是放不下紫松山上的树
木花草。

“只要我还走得动，巡山的事情
就不耽误。”说话间，刚才还气喘吁
吁的丁炯立，早已经迈开步子，走进
了大山。

八旬老人巡山21年：紫松山有个“丁老汉”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洪文泉 王煜宇 通讯员 牟瑞仕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体 系 建 设 》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临夏自古就是丝绸之路南道要冲、
唐蕃古道之重镇和茶马互市的中心，处
于沟通中原与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
枢纽位置，从而形成了临夏地区商贾云
集的景象。临夏人民重商、亲商、善商，
历史上就是有名的商埠，有“西部旱码
头”美誉。

“东有温州、西有河州”。近年来，

我州以打造商贸流通高地为目标，坚持
稳中求进，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商务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流通
市场日益繁荣、商贸业态迭代更新、高
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越来越多“临夏制
造”和“临夏服务”品牌走出去，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高速增长，电商发展取得
巨大突破，经济外向度不断提升，在追
赶超越中奏响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时
代强音。

项目建设是商贸发展的载体。为
此，我州持续加快推进经贸物流重点项
目建设，实行“班子成员挂责、责任股室
牵头、考评体系完善”的重点项目推进
机制，时时加强与项目实施单位的沟通
衔接，督促企业按节点搞好项目建设，
确保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全州经贸物流重点项目建设取得
了可喜成绩：临夏州生鲜农副产品交易
市场与“云仓配”智慧冷链系统建设项
目、康乐县物流园区及冷链物流中心建
设项目、广河县三甲集牛羊农贸物流三
大市场等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三级

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先后实施中央厨
房、生活服务业转型升级、冷链物流、县
乡农贸市场、稳外贸及外贸转型升级、
外贸稳增长等项目，适应和引领消费升
级，提升流通业品质，使居民高品质生
活需求得到满足。

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商贸流
通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必然之选。我州
积极推广“互联网+”新业态，加强商
贸领域的电子商务应用，使电子商务
在培育经济新动力和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各县市已完成国家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项目全覆盖。同时，抢
抓“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加快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不断优化出口商
品结构，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和支持
出口企业增强技术创新和国际营销能
力、扩大自主品牌出口，推动我州食品
和民族特需用品走向国际市场，促进
进出口市场和出口份额多元化，实现
跨越式发展。

如今，通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

化服务，发挥物流基础性作用，完善城
乡高效配送体系，我州逐步建立了完备
的现代商品流通网络，着力构建了大市
场、大流通、大商务的新发展格局，为全
州农特产品走向更广市场提供了有力
支撑。

建成项目投产达效，在建项目赶
进工期，新的商业项目后劲十足，呈
现出厚积薄发的气势。按照州第十
三次党代会提出打造“五个区”、建设

“六个临夏”的目标要求，2022 年全州
计划新开工 7个经贸物流重点投资项
目，包括临夏市电商产业园、东乡县
那勒寺镇综合市场、广河县仓储物流
产业园等项目，计划投资 1.7 亿多元，
以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大型
现代物流企业，推动传统市场和商贸
企业改造升级，将临夏建设成为面向

“一带一路”的重要物流集散基地、面
向青海西藏地区和西南通道的综合仓
储物流中心。

彰显“西部旱码头”新风采
——2022年全州计划新开工重点投资项目之经贸物流篇

本报记者 郭慧霞

本报讯 （记者 马茹萍）2月 15日，全州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召
开。州委副书记、州长何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
鲁泽主持会议，州领导钟文标、马秀兰、马超、张承平、李明海、张自
贤、李勇、毛鸿博、丁肃静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议精神，通报了 2021年
全州经济运行情况、省上对我州 2021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评价结
果和县市及临夏经济开发区 2021年四季度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
工作完成情况评价结果；对考评前三名的临夏市、东乡县、和政县
进行了表彰奖励；临夏市、东乡县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积石山
县、永靖县和州人社局、州农业农村局、州金融办负责人作了表态
发言。

何东指出，过去一年，各县市、各部门认真贯彻州委、州政府工作
部署，紧扣年度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抓项目、育产业、促发展，综合指
标进位前移，竞相发展氛围浓厚，投资拉动效应明显，产业发展拉开
架势，发展环境持续向好，巩固了大建设大发展大追赶的良好势头，
经济工作亮点突出、成效显著。

何东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远谋近施、大抓县域经济，按照
州第十三次党代会、州两会提出的建设“五个区”、打造“六个临
夏”和实现“七个重大突破”的目标，全力实施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组合拳、“5540”百亿工业企业培育工程、商贸企业“十百千万”工
程、“千亿招商”行动等产业攻坚举措，逐步把产业做起来、体系建
起来、县域强起来。要把准定位、错位发展，围绕县域经济发展目
标、发展类型和主攻方向，谋准谋实重点项目和特色产业，形成各
具特色、竞相发展的县域经济格局。要一企一策、培育实体，加强
精准扶持、政策集成、靠前服务，切实优化营商发展环境。要做强
园区、集群发展，明确园区发展定位，加快布局“一县一园”，完善
园区基础设施，加大园区招商力度，把园区打造成县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平台。要城乡融合、协同发力，深入推进美丽城市（县城）规划建设
十大行动，强化县城和重点乡镇带动作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
促进城乡互促共融发展。

何东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对标“开门红、全年旺”的目标，全力抓运行
调度稳增长、抓项目开工保固投、抓春耕生产促农业、抓规上工业补短板、抓
商贸旅游促三产、抓实事办理惠民生，争分夺秒、争先进位、争创亮点，奋战一
季度，打好开局战。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州政府秘书长马福俊，各县市书记、县市
长、分管经济工作副县市长和州政府各部门、省属在临有关单位、州属国有企
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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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市举办2022年元宵节音乐焰火晚会
打造魅力花都 建设公园城市

本报讯 （记者 马进忠 马丽亚）
皓月当空，火树银花。2月 15日晚，临夏
市举办“打造魅力花都 建设公园城市”
2022年元宵节音乐焰火晚会。

州委书记郭鹤立，州委副书记、州长
何东，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富祯，州政协
主席张志军，州委副书记李海默及钟文
标、马秀兰、马斌、鲁泽、李文瑞、邵志刚、
郭海泉、李鹏、曹世龙等州上四大家在家
地级领导出席晚会。

当晚，临夏市民和游客聚集到临夏

市亲水平台、北滨河路体育场、东郊公
园、滨河路等最佳视觉点欣赏烟花表演。

20点整，郭鹤立、何东、刘富祯、张志
军共同为晚会启动点火。

启动点火后，绚丽的烟花瞬间照亮
临夏市夜空，引来阵阵欢呼声。璀璨的
焰火以天为幕，以大夏河为台，以城为
景，万紫千红、绚丽夺目，给新春增添了
浓浓年味的同时，燃起了对新一年的祝
福与希望，彰显了临夏市人民的自信与
豪迈。五彩缤纷的烟花与滨河路沿街花

灯交相辉映，绽放的焰火铺展成漫天的
流光溢彩，构成了一幅七彩夺目的新春
画卷，为广大市民和游客送上了一场空
前的视觉盛宴。

据了解，本场晚会由临夏市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指导、古河州酒业有限责任
公司承办，以“祥虎报春·福临大夏”为主
题，分福牛辞岁·福虎报春、畅游花都·富
美河州、公园城市·扬帆起航、国泰民安·
共享小康四个篇章，用拟喻的手法展现
新春临夏的美景，展示临夏发展的辉煌

成就，展现新时代临夏人民的幸福底气
与澎湃活力，呈现出喜气洋洋、全民狂欢
的佳节氛围。

驻临部队代表，州直有关部门、和政
县、东乡县、临夏市主要负责同志，厦门
市和济南市东西部协作企业、重点招商
企业、临夏市民营企业代表，临夏市部分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宗教界人士、劳动
模范、道德模范、河州工匠，临夏市在家
全体县级干部、市直部门负责同志及群
众代表等参加晚会。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俊 清 通讯员 宋
海霞）临夏县把劳务产
业作为群众增收致富
的“铁杆庄稼”来抓，统
筹抓好常年外出务工
的“大劳务”和就地就
近务工的“小劳务”，不
断提升劳务输转组织
化程度，2021 年全县已
完成输转 11.5257 万人
次，创劳务收入 28.65
亿元。

按照“请进来，走出
去”模式，邀请福建厦
门、山东济南、浙江绍兴
等地企业，在漫路、黄泥
湾、河西、土桥等乡镇举
办东西劳务协作专场招
聘会 17场次，在用人单
位和务工群众间搭建起
交流的平台，精准化输
转 19批 1258人，实现了
务工人员从家门口到厂
门口的“一站式”服务。
坚持“两条腿”走路，把
组织群众外出务工和在
家门口就地就业结合起
来，发动乡村干部、联户
干部通过村民知情大
会和逐村逐户逐人宣
传的方式，鼓励有务工
意愿、达到企业招聘要
求的劳动力在开发区、
鲜花港、高原夏菜基
地、帮扶车间、就业工
厂、合作社等实现就近
就地灵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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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闹元宵，火树银花不夜天。2月15日晚，临夏市、永靖县举办大

型元宵焰火晚会，共庆元宵佳节。

图一为永靖县烟花照亮黄河两岸。 通讯员 李 忠 摄

图二为焰火绽放在临夏市夜空。 本报记者 史有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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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