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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关怀，温暖人心；殷殷嘱托，
催人奋进。

9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甘肃考察，为甘肃发展把脉定向、
指路引航，要求我们“着力在加强生态
保护修复、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加强民生保障、促进民族团结
等方面下功夫，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
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此次考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国内考

察。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华诞的重要时刻，在全省上下加快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来到甘肃，看望慰问干部群众，调
研指导甘肃工作，这是2500万陇原儿
女的莫大光荣，是我省发展历程中具
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
人民的深情牵挂、对甘肃发展的特殊
关心、对甘肃工作的高度重视，令我们
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倍增动力。

风尘仆仆，寄语殷殷。4天时间，习
近平总书记不辞辛劳、深入基层，先后

在天水、兰州等地，实地考察文物保护、
产业发展、黄河生态保护和基层治理等
工作，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给我
们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考察
期间，总书记所到之处，干部群众欢欣
鼓舞，大家难掩内心的喜悦和激动，以
各种方式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拥护、爱戴
和敬仰之情。一幕幕感人的画面，深深
蕴含着总书记亲民爱民的厚重情怀，也
深深温暖着陇原各族儿女的心田。

深情似海，厚望如山。长期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着甘肃人民和
甘肃发展。 （转3版）

甘肃日报社论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大江大河，历来牵动文明变迁和国家、民族兴
衰。“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丰，必须善于治水。”习
近平总书记深思熟虑。

黄河，5464公里水流泱泱，全流域79.5万平方公
里千折百转。她是横亘在神州大地上九曲十八弯的
大写意，是奔腾在华夏文明中壮阔无垠的大历史。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乘火
车一路向西，追溯中华文明的根脉，看母亲河的浇
灌与丰收。

9月 10日，总书记过陕西宝鸡，抵甘肃天水；
11日，到兰州。12日，一场牵动黄河沿岸9省区的
会议——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在兰州召开。

这是一以贯之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总
书记 30多次到黄河流域各省区考察。5年，同一
主题三次召开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持续向纵深推进。

这是运筹帷幄的布局。党的二十大至今，习
近平总书记接连 9次召开区域发展方面的座谈
会。匠心独运丹青手，着眼的是大时代、大格局。
万里山河起宏图。

这是稳扎稳打的行进。新时代新征程，国家
的江河战略融汇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篇章。爬
坡过坎、搏风击浪，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动
力、要活力，万千气象，尽收眼底。

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
天把这么多人召集到这里，就是为了黄河的永续
发展，可见党中央多么重视。这件事要久久为功，
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抓下去。”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文明之河：绵延不绝

水脉连着文脉。
中华文明史册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文明，肇启于斯、传承于
斯、灿烂于斯。

甘陕之行，以文化开篇。
10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天水伏羲庙；11

日，麦积山石窟。
文化不断流，再传承，这些璀璨瑰宝是见证和

记录，亦是皇皇巨著的序言开篇。
宝鸡，古称陈仓，孕育了周秦文化，以“青铜器

之乡”闻名于世。
博物院内，何尊、户方彝、墙盘、逨盘、害夫簋，

还有金柄铁剑、秦公镈、吕不韦八年戈……历风霜
洗礼，镌时光印记。

金文载史。逨盘铭文记录一部极简西周史，
堪称“青铜史书”；西周晚期四十三年逨鼎的铭文
还原了约2800年前的廉政谈话；秦公镈铭文见证
古人的开拓创新。

伫立于镇院之宝何尊前，习近平总书记久久凝思。
何尊铭文有“宅兹中国”一词，这成为迄今为

止“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录。再久远的岁月也
掩不住它的光芒，器以藏礼，字以弘文。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吧？”总
书记问道。

“确是指地理方位。‘中’如旌旗，意指中心、中央。
‘国’是会意字，城池壕沟、执戈守护。”讲解员答道。

自古以来凝聚起亿万国人的“中国”，历经数
千年绵延赓续，成为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印
记，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
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
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
热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天水，地处秦陇要塞，
有“羲皇故里”之称。当天傍晚，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了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的伏羲庙。

中华民族何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
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唐槐宋柏、古树新
芽的年轮，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典故，“与天地
准”“开天立极”的古匾，结网制器、建屋养畜的创
造，都凝结着难以磨灭的民族情感归属，成为连接
古今、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

“要进一步研考中华文明，将宝贵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
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抵达麦积山下，刚好雨过天晴。秋日暖阳洒
向山林、崖壁，洒向历经岁月刀刻斧凿的瑰宝。渭
水渺渺，陇坂莽莽，苍树荫荫。

“平地积薪水，至于岩巅。”自十六国后秦始，麦

积山石窟的营造，历十余朝而不断。北朝的秀骨清
像、隋唐的雍容华贵、两宋的严谨矜持……习近平
总书记登上栈道，走进这座“东方雕塑陈列馆”。

一群游客争相和总书记打招呼。听闻一位来
自西安的游客“到这里只要一个半小时”，习近平
总书记笑着说：

“过去交通难，现在五湖四海都在咫尺之间。
文化旅游热、博物馆热方兴未艾。看了这些文明
之光、艺术之光，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
最宝贵的东西。”这些正是我们弦歌不辍的根，是
文化自信的源。

发展之水：润泽万物

水是发展的命根子。然而，中国的国情之一
是缺水，黄河流域更缺水。

有组数据：途经9省区入海，黄河以占全国2％
的水资源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
13％的粮食产量、14％的国内生产总值。 （转3版）

“ 黄 河 很 美 ，将 来 会 更 美 ”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陕西考察并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董洪亮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本报讯 （记者 马龙）9月 15日下午，临夏州积石山
县 6.2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第三十四次会议召开，州
委书记、州指挥部总指挥李海默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定信心
决心，保持定力耐心，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主动作为，以感恩
之心、严实作风推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速提效，确保如期
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州长、州指挥部总指挥何东讲话。州领导杨福波、鲁泽、
张天龙、张自贤、毛鸿博、马显锋、马晓璐出席。

会上，听取了积石山县、有关工作组工作推进和项目整
体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了下一步重点任务。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加快建设安置住房，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进一步细化施工方案，优化作业流
程，积极主动解决施工中的难题，统筹推进室内安装和配套
设施建设，确保安置住房如期交付。要全程跟进强监管，压
紧靠实各方责任，毫不放松抓质量、保安全、促规范，建设优
质工程、放心工程。要综合施策做好学校扫尾工作，力求在
最短时间内实现新建重建学校设施功能完备、周边环境干
净整洁、进出口道路安全通畅。要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完善
安全防护设施，严格落实“护学岗”机制，常态化开展校门口
交通疏导，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要扎实细致做好群众工
作，动态运行“一户一台账”，重视做好过渡安置点服务管
理，及时解决群众困难诉求。要抓实防返贫工作，动态监测
返贫致贫风险，精准落实帮扶措施，着力提高风险消除率。
要高效运营后续配套产业项目，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抓
紧开展牛羊入栏扩栏、苗木移栽定植和秋收等工作，促进群
众就业增收。

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示范，下沉
乡镇、村社督导指导重点工作。县指挥部要科学调配工作
力量，全力推进安置点建设。专项工作组要加强提级调
度，及时研究解决影响工程进度的重点难点问题。工作专
班要强化值班值守，加大施工现场组织、进展调度、安全保
障力度，督促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基层干部要全力以赴做
好群众工作，干群一心加快推进重点任务。要持续开展督
查检查，倒逼责任上肩、任务落实，为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坚
强纪律和作风保障。

感恩，让一个民族更有凝聚力；感
恩，让一个地方更有奋发向上的活力。

对于临夏人民来说，今年是特殊的
一年，一场 6.2 级地震让美丽的积石大
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如今，这里
一栋栋崭新的住宅楼拔地而起，一座座
美丽的校园里书声朗朗，群众正陆续搬
迁到更安全更舒适的新居。

我们知道，一个有温度的地区，一
定居住着一群明事理、知感恩的人。经
历了如火如荼灾后恢复重建的积石山
县人民，更懂得其间的内涵和真谛，更
懂得感恩与奋进。

常怀感恩之心，就不能忘记党中央
国务院的关心关怀。地震发生后，党和
国家领导人十分牵挂受灾群众安危冷

暖，连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并专程来
到积石山县检查指导抗震救灾和灾后
恢复重建等工作。同时，一项项关乎群
众生产生活和灾后恢复重建的规划、支
持政策接连出炉。

常怀感恩之心，就不能忘记各方力量
的紧急驰援。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救
援力量饱含着对灾区群众的牵挂，纷纷奔
赴积石山县，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医疗救
助、物资捐赠、心理疏导等各项工作，为灾
区群众带来生的希望，他们的大爱担当深
深感动和激励着受灾群众的心。

常怀感恩之心，就不能忘记党员干部
的无私奉献。在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
建过程中，我州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
前，积极组织开展抢险救援，推进灾后恢

复重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日夜坚守在
岗位上，真心实意为灾区群众排忧解难，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彰显了人民公仆的责任与担当。

常怀感恩之心，就不能忘记建设者们
加班加点的身影。为了让灾区群众早日住
进安全舒适的新家，数以万计的建设者们
不畏艰难，顶烈日、冒风雨，抢时间、赶进
度，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施工一线，为建设美
丽新积石挥洒汗水，无不体现着对灾区群
众的奉献与真情。

懂感恩是一个地区文明进步的体现，
也是回应良善、催人奋进的有力支撑。

知恩、报恩，不仅是语言的表达、文
字的流露，更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诉
诸行动的责任。我们就要常怀感恩之

心，牢记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的关心厚
爱，坚定自觉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
诚践行“两个维护”，时刻牢记殷切嘱
托，在感恩中奋进，在奋进中感恩，坚定
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就要牢记
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把感激之
情化作自强、自立、自助的不竭动力，主
动支持党委政府的工作，积极配合各方
力量，自觉投身到重建家园的洪流，全
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早日过上幸福美
好新生活。

心怀感恩，追梦未来！相信在感恩
之心的引领下，善意和文明将在临夏不
断涌动，生生不息，凝聚成强大的精神
合力，让灾区变得更加美好，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临夏实践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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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感恩之心 建幸福家园
本报评论员

千里陇原75年｜看今朝：我们是临夏

甘肃日报兰州讯 （新甘肃·甘肃日
报记者 张富贵）省委常委会9月14日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
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工作。省委书记胡昌
升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
明了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全面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
方面要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的战略要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聚焦重大问题强化
研究，对标最新部署优化思路，确保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落地见效。要强化流
域协同联动，健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态保护机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机制、荒漠化防治机制，持续推进“三北”
等重点工程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不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
量。要提升水资源利用水平，落实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细化“四水四定”举
措，强化农业节水增效，大力推进工业节
水技术改造，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要
增强防洪减灾能力，加快推进治理项目
建设，着力开展重点区域和点位隐患排
查整治，运用科技信息手段加强灾害监

测预警，切实筑牢黄河安澜防线。要加
快高质量发展步伐，深入推进新型工业
化，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大力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全
面提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要全
力抓好四季度经济工作，确保全面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
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断
开创教育强省建设新局面。要牢牢把握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锻造
好思政课关键课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围绕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
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促进
产教深度融合，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
性、适配性和有效性。要不断扩大优质
教育服务供给，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
公共服务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要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
教师各类待遇保障，在全省营造尊师重
教的浓厚氛围。要全面提升教育发展
质效，深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和平安校园建设，全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省委书记胡昌升主持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9月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
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
航掌舵、指明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在我州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
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各项工作，砥砺奋进、久久为功，以更
实的作风、更大的力度、更强的举措，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不断谱写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黄河积石山段长 41.5公里，流经该

县 6个乡镇、14个行政村，有刘集河、吹
麻滩河、银川河等 6条黄河一级支流，流
域面积 910平方公里。受地震影响，积
石山县水利基础设施受损严重，为全力
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水利设施建设，尽快
恢复受损水利设施，该县谋划实施了河
道堤防、供水工程及灌区泵站等灾后恢
复重建项目 21个。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高屋
建瓴、内涵丰富，为我们做好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我
们要统筹好各方力量，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争取早完工早受益。”积石山县水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马彪说。

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干部群众同样深
受鼓舞，倍感振奋。近年来，大河家镇不
断加大对黄河沿岸的环境治理力度，严厉
打击乱排乱放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积
极推进植树造林，提高植被覆盖率，增强
水土保持能力。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积极
发展生态农业、特色旅游等绿色产业，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

护的良性互动，不断增强该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目前，大河家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正处于决胜决战的关键时刻。该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谭晓伟说：“我们将连续
作战，重点围绕自建房验收、群众搬迁
入住等重点内容，全力冲刺灾后恢复重
建扫尾清零，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目标任务，让受灾群众尽
快住进安全舒适的新居。相信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大河家镇一定会变得更
加美丽繁荣。” （转2版）

大 河 奔 流 勇 向 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州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张姝

本报讯 （记者 马进忠）9 月
15 日，临夏州代表队出征在贵州省
台江县举办的 2024 年“村 BA”球王
争霸赛全国晋级赛，这是继去年临
夏州吹麻滩镇代表队参加全国“村
BA”总决赛后，又一次站在全国“村
BA”舞台上。

9月 15日，临夏州代表队以 95:81
首战击败四川川中燃气代表队迎来
开门红；9月 16日晚，以 74:73的微弱
优势战胜江西南康家具队排名小组
第一，成功晋级 2024年“村BA”球王
争霸赛总决赛。9月 17日晚，临夏州

代表队以53:45战胜湖南梅山战神队。
据悉，2024年“村BA”球王争霸赛

全国晋级赛于8月10日在贵州省台江
县台盘村开赛。参赛队伍分8组进行
小组晋级赛，预计 9 月 26 日全部结
束。临夏州代表队参加F组小组赛，小
组赛优胜队将进行 2024年“村BA”球
王争霸赛总决赛角逐。

通过参加全国性、群众性且富有
农趣农味的乡村篮球比赛，突出展示
我州新时代农民风采和乡村风貌，引
领乡村风尚，营造和美乡村建设的浓
厚氛围，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我州代表队出征2024年“村BA”球王争霸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