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临近，人们在临夏市大什字年货市场选购年货，喜迎新春佳节。 本报记者 史有东 摄

选购年货迎新春

时间的指针拨向 2024年，向着春光
赶路，1月 25日，在省两会召开期间，省
委书记胡昌升来到临夏代表团，与代表
们一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省
法院工作报告、省检察院工作报告时指
出，临夏州要突出抓好灾后恢复重建这
个重大政治任务，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和
党的建设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要全力以赴抓重建，加强灾区群众基本
生活服务和保障，充分调动灾区人民力
量，高质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
作，用心用情用力为灾区群众建设安全
宜居的幸福美好家园。

字字铿锵，句句提气！省委书记胡
昌升参加临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在我
州引发热烈反响，我州广大干部群众倍
感振奋，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坚决抓好落
地见效。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
彻讲话精神，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当前各
项工作中、体现在行动实效上，不折不扣
抓好省委各项工作部署落实，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行，高质高

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在全省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展现临夏担
当、贡献临夏力量。

使命光荣，定当勇担重任；前景广阔，
更要奋楫扬帆。州政协副主席、积石山县
委书记马晓璐表示，积石山县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是这次省两会上的热议话题，这让
他深切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在举全省之力
推进这项工作，深受感动和鼓舞。他说：

“目前，我们正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受灾群众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得到保障，让群众过上一
个温暖舒适的暖冬、喜庆祥和的春节。下
一步，我们将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感
恩奋进、攻坚克难，坚决打赢打好灾后
恢复重建群众安全住房建设、城乡设施
恢复、民生基础保障、社会综合治理、党
建夯基固本‘五场攻坚战’，奋力夺取抗
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不辜
负各级领导的殷切重托，不辜负全县群众
的热切期盼。”

省人大代表司马曙财说：“在分团审
议时，胡昌升书记对我们提出的积石山
县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群众生活质
量、教育、医疗卫生等建议都一一作了回
应，聆听后深受鼓舞，更增强了我们做好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信心与决心。作为
一名基层人大代表，我会尽最大努力，帮
助积石山县的乡亲们解决一些急难愁盼
问题，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让他们享受
到更多民生福祉。”

1月 26日 21时许，积石山县大河家
镇康吊村村委会里灯火通明，村党支部
书记马黎雄正与村干部们围坐在一起商
议第二天的工作内容。许久未曾好好休
息过的马黎雄双眼布满血丝，但安排工
作一丝不苟、条理清晰。“我们刚学习了
省两会期间胡昌升书记参加临夏代表团
审议时的讲话，他重点说了积石山县灾
后恢复重建的有关工作，也做了具体的
安排部署，作为基层干部，我们备受鼓
舞。”马黎雄说，地震发生后，胡书记多次
到村上检查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十分感

谢上级党委和政府对灾区的关心与爱
护，今后将会带领群众重拾信心、鼓足干
劲，一起重建美好家园。

“我认真学习了胡昌升书记参加临
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内容，省上对我们
积石山县受灾地区的恢复重建工作特别
关心。作为基层干部，我们会组织群众深
入学习讲话精神，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的服
务保障工作，确保群众过好年，动员群众
积极参与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吹麻
滩镇前岭村驻村工作队长马国治说。

热水房、淋浴间、无线网络、公共文
化活动室……如今，在积石山县各安置
点，各类便民生活设施越来越完善了。
记者来到刘集乡团结村安置点，室外寒
气袭人，板房里温暖如春。72岁的村民
赵生甲正跟家人在手机上观看胡昌升
书记参加临夏代表团审议时的新闻。
赵生甲说：“看了这个新闻，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对我们的无限关心，以后我们更
要听党话、跟党走，和干部们一起努力，
把日子越过越好。” （转2版）

以新的奋斗不负期待 不负时代
——省委书记胡昌升参加临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在我州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郭慧霞 马麒

2023年12月18日深夜，甘肃省积石
山县发生6.2级地震。在甘肃，地震导致
5万余户家庭受灾，其中，14万余名群众
需要紧急安置。物资供应、安置重建、温
暖过冬，多项任务艰巨复杂，考验着积石
山县全体干部群众。震后一月有余，记
者回访积石山县，看到了人们为灾后新
生活展开的谋划与努力。

在石塬镇秦阴村安置点上，一张特
殊的清单摆放在村委会办公桌上。这是
一张地震发生后 11天里，该村接受全部
援助物资的清单。接收种类达 61种，涵
盖米面粮油到牙膏洗衣粉等全部日常生
活用品，还有各种副食、电饭煲、棉被衣

物等。这张清单是积石山县震后物资援
助的缩影，在积石山县受灾的每个村子
里，都能看到这样的清单。

这些物资来自全国各地，有中央、
省、市拨付的应急物资，也有各地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的捐赠。除了一次性发放
的物资外，还有定期收到的物资，免费的
炭火、蔬菜、卫生用品等，电信运营商甚
至将免费的无线网络接入到群众家中。

再见到秦三虎时，他已和老伴从秦
阴村的帐篷安置点搬进了活动板房。走
进“新家”，炉膛里的火烧得正旺，墙边堆
满了各种物资。

“米面油够吃好几个月，过冬的煤

炭、炉子也有人送，现在什么都不缺，只
有一个心愿，就是早点搬进新家。”秦三
虎告诉记者。

在安置点上，卫生室、临时警务室、
村委会、邮局等一应俱全，满足了受灾群
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有的人家已早早
贴上了春联和福字，有的人去山下的镇
子上采购。拉着农副产品的大车前、铺
开的地摊旁，都围满了采购年货的人。

除了渐浓的年味，在安置点上，还有
热火朝天的干劲。

在大河家镇陈家村，一场场针对家
政、护理、烹饪等的技能培训活动正在开
展。吴志林是电焊班的第一批学员。地

震时，他家的二层小楼出现坍塌，本打算
去南方务工的他留下来照顾妻子和 7岁
的女儿。“听说有培训，村里只要是年龄
合适的青壮年都报名了。手上学点东
西，心里就踏实了。”

除了电焊工，砌筑工、钢筋工、架子
工培训等都在展开，吴志林和村里的年
轻人摩拳擦掌，准备学习一门技术，在来
年的重建中大干一场。有村民告诉记者，
明年全家都不去外地，就在家门口务工。

“那边是家政培训班，我妻子也报名
了。”吴志林指向隔壁一间板房，小小的
屋子里挤满了来听课的妇女，每个人都
带着小本，边听边记。她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分组训练，有的练习洗涤、熨烫、除
污，有的给人体模型翻身、按摩，讨论声
此起彼伏。 （转2版）

——积石山地震灾后一月回访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胡伟杰 王紫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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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
照鉴过去，也照耀未来。

80年前，1944年 1月，国立敦煌艺
术研究所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
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
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
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新中国成
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力支持
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表
示了对这座底蕴深厚的丝路古郡的
向往。2019年 8月，总书记来到这里
考察调研，深情地表示，此行实现了
一个夙愿。

从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

范，到打造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从莫高
精神的代代传承，到敦煌文化的发扬
光大……殷殷牵挂、谆谆嘱托，展现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老文脉的深厚情
结，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深邃思考。

“敦煌我一直是向往的”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丝路重
镇敦煌，多元文明在此交汇，孕育莫高
窟的华光璀璨。

2019年初秋，在甘肃考察调研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走进莫高窟第323窟，习近平总书
记望向北壁上的一幅壁画。

“这是张骞。”总书记说，随即又
问，“这是什么时代画的？”

“初唐时期。”负责讲解的敦煌研
究院文化弘扬部副部长宋淑霞向总
书记介绍。

虽然是第一次走进莫高窟，但是
总书记对文物的熟悉程度令工作人员
惊讶和感动。

这种熟悉，缘自习近平总书记对
敦煌长久以来的一份情结。

1986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
长的习近平同志到甘肃调研交流，因
时间紧、路途远而没能到敦煌。直到
30多年后说起这段往事，总书记还提
到了当时的那份遗憾。 （转2版）

习近平的敦煌情
新华社记者 向清凯 施雨岑 王鹏 张钦 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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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好飞 通讯
员 马利军）去年以来，东乡县紧紧围
绕国家级现代农业（肉羊）产业园项
目，加快推进特色产业优质化、标准
化、产业化，畜牧业生产呈现出效益增
加、质量提高、农民增收及综合生产能
力不断增强的良好势头。

该县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出台了
《东乡县关于促进羊全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实施意见》，县畜牧业发展中心从达
标奖补、良种扩繁、圈舍改造提升等方
面入手，全力推动全县羊产业发展，落

实奖补资金7450万元。截至去年底，全
县羊饲养量达242.5万只（存栏106.5万
只，出栏136万只），共计发放良种湖羊
2.2万只、种公羊1666只，肉羊良种化率
达到78%以上，形成了以“千家万户养
殖为主、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为引领”的

“小规模、大群体”发展格局。去年，新
建完成人工授精站点15家，改良羊28
万余只，新发展肉羊规模养殖场8家、养
殖户223户，通过科技赋能产业链，培育
适合本地饲养的肉羊新品种，加快了全
县羊全产业链全面快速发展。

东乡县全力推进羊全产业链快速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马博文）1月 27日，州委副书
记、州长何东主持召开积石山县 6.2级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省委省政
府工作安排，紧盯时间节点抓进度、严实工作作风
保质量，切实扛牢责任、加强调度、细化举措，密切
协作配合、广泛凝聚力量，又好又快推进灾后恢复
重建各项工作。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鲁泽，副州长张自贤、毛
鸿博、马显锋，州政协副主席、积石山县委书记马晓
璐参加会议并作具体安排。

在听取州县相关部门工作汇报后，何东强调，做
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州县两级
要对标对表施工路线图，对每项任务逐一明确时限、
挂图作战，以雷厉风行、事不过夜的态度抓执行、抓
落实，确保灾后重建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能
快则快见到成效。要质效兼具推进项目工作，对照
政策导向、发展所需、群众期盼，进一步完善提升项
目谋划质量，运用好绿色通道、容缺审批机制，全面
加快方案设计、项目招标、施工备料等前期进度，严
格规范项目管理，确保维修加固项目应开尽开、重建
项目能开早开。要科学系统谋划集中安置，合理规
划设计集中安置点功能布局、整体风貌、房屋构造、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尊重群众意愿、做好群众工
作，积极开展搬迁动员和土地征收工作，特别是把产
业重构与搬迁安置同步谋划推进，高质量配套实施
农业产业园区，组织群众现场参观成熟的易地搬迁
产业扶持模式，切实增强群众搬迁的决心、发展的信
心。要强化帮扶防止返贫致贫，扎实做好防返贫动
态监测帮扶，配齐配强帮扶力量，制定落实“一户一
策”措施，强化到户产业扶持力度，大力开展精准性
技能培训，积极动员返乡群众外出务工，推动实施以
工代赈，多渠道开辟就近就业岗位，千方百计促进群
众稳定增收。要用心用情保障基本生活，及时足额
落实过渡期有关补助政策，尽力而为完善安置点配
套设施，严格落实联系帮扶责任，健全完善长效管理
服务机制，确保群众过渡期居住更舒适、生活更舒
心。要守牢底线防范安全隐患，高度重视做好社会稳
定工作，加强日常治安管控，妥善调处矛盾纠纷，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重建项目安全施工管理，
严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引导群众落实防火防煤
烟措施，努力为灾后重建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氛围。

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积石山县灾后恢复重
建领导小组各副组长、县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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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姝）1 月 28
日，2024年兰州新区国有、民营大中
型企业走进临夏人才联合招聘暨临
夏州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启动仪式
在临夏市红园广场举行，邀请以兰州
石化为代表的兰州市、兰州新区及临
夏周边招聘企业共计80余家，提供招
聘岗位257个，计划招聘2900余人。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州人社局主
办，州残联协办，兰州新区人才服务
中心有限公司、省人力资源市场、州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承办。活动现
场设有“直播带岗”，通过网络直播等
形式发布企业招工需求，与线上求职
者问答互动。临夏市区内共有 600
多辆出租车、线路车化身“就业宣传
巡游车”，车载屏幕上滚动播放招聘
广告，方便群众了解更多求职信息。

去年以来，我州全力稳就业、促
增收、保民生，不断优化就业服务，统
筹推进就业创业工作。紧盯就业困
难人员等重点帮扶对象，扎实开展
就业援助，累计走访困难人员 1728
人次、帮助实现就业 561 人，建成零
工市场 8 家、零工驿站 233 个；积极
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24 场，1181 家单
位为求职者提供 3824 个岗位，签订
就业意向协议 3424 份；大力建设数
字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推动优质
岗位资源充分互联、共建共享，满足
就业创业市场多样化需求，已有
1161家企业入驻服务平台，发布招聘
岗位 29833个；精心选树培育示范项
目，在和政县建成双创孵化园，成功
吸引 42 家企业入驻，吸纳带动就业
400多人。

兰州新区国有、民营企业走进临夏
人才招聘暨临夏州就业援助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马麒）近日，国家民
委公布了第十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示范单位名单，全国共入选 248个，
我州临夏市名列其中。

临夏市地处黄河上游，位于甘肃西南

部，是临夏州府所在地，全州政治、经济、
文化和商旅中心，辖 4个镇 7个街道，35
个行政村43个社区，总人口近50万人，有
汉、回、东乡、保安、撒拉等18个民族。近
年来，该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甘肃重
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实施思想铸

魂、文化引领、品牌提升、聚力发展、依法
治理“五大工程”，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临夏市获得国
家级民族团结进步荣誉6个，省级民族团
结进步荣誉2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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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山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
动物保护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