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卓雍措内环线景色（11
月 7 日，手机拍摄）。羊卓雍措，藏
语意为“碧玉湖”。初冬的羊卓雍
措，湖光山色，风景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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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
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见证。

赓续百年来传承的精神血脉，
老区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征程中，谱写
了一组组铿锵的时代音符，奏响了
一曲曲激越的奋斗之歌，构筑成气
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信念，矢志不渝

江 西 瑞 金 市 叶 坪 乡 华 屋 村 后
山，17棵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 30 年代初，华屋村 17 名
青 年 参 加 红 军 ，相 约 栽 下 17 棵 松
树。革命途中，他们壮烈牺牲，这些
松树被称为“信念树”。

当年 24 万人的瑞金，有 11．3 万
人参战支前，其中有 5 万余人为革
命捐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就达到
了 1．08万人。

从瑞金到延安，从鄂豫皖到陕
甘宁，从左右江到西柏坡……老区
的英雄事迹就是最好的叙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区和老
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这些牺牲
和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
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历史丰碑上。

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国民党
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还是日本帝国
主义的血色残暴，都挡不住老区人
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红色激流”。

回望历史，这样的一幕幕令人
无限感怀：陈树湘被俘后毅然断肠
自尽、方志敏身陷囹圄依然畅想“可
爱的中国”、瞿秋白高唱国际歌慷慨

就义……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便永不熄

灭。
2019 年 3 月 26 日，革命老区广西百

色，乐业县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驻村满一年，汽车行驶里程约 2．5 万公
里。当天，黄文秀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我心中的长征。”
经过一代代人接续努力，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8 年时间，近 1 亿人脱贫，832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老区人民与全国同步实现
小康。

始于信仰，成于奋斗，归于人民——
百年党史前进的历史逻辑，映照着共产
党人不变的初心使命，也把爱党信党、永
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印刻在老区人民心
中。

深情，融于血脉

1934 年 10月 16日，贵州困牛山。100
多名红军在山上阻击追敌，但凶残的敌人
裹挟老百姓做“人盾”，步步紧逼。面前是
强敌和手无寸铁的群众，背后是悬崖深
谷，怎么办？红军战士抱定“宁死不当俘
虏，宁死不伤百姓”的决心，纷纷砸毁枪
支，集体跃身跳下70多米高的山崖……

一次次生死相依，一次次患难与共，
在革命老区这片洒满热血与汗水、凝聚
光荣与梦想的热土上，更能读懂什么叫
情浓于血，为何有党民一心。

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
势，到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与日
军长达 14 年的英勇斗争；从鄂豫皖苏区

“二十八年红旗不倒”，到百万雄师过大
江的气吞万里如虎；从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到伟大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

……我们党之所以能在一场场历史大
考中赢得胜利，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
党始终坚持深深植根人民、紧紧依靠
人民、不断造福人民。

不能忘记，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是
老区百姓的红米饭、南瓜汤哺育了党
和军队，是老区百姓的小推车推出了
淮海战役的势如破竹，是老区百姓的
小木船划出了渡江战役的气势如虹
……

“苏区政权一枝花，花根扎在穷人
家；贫苦农民有了党，红色政权遍天
下。”闽西老区流传的一首红色歌谣，
见证着党与人民的一往情深。

我们更要始终铭记，新征程上，始
终恪守对人民的承诺，顺应人民的期
待，永远做老百姓“自家的党”，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汇聚
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伟
力。

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
人，则无往不胜、无坚不摧。

梦想，奋斗以成

今年“十一”前夕，兴泉铁路兴清
段、浦梅铁路建冠段正式开通运营，结
束了福建宁化、清流，江西宁都、石城
4个原中央苏区县不通铁路的历史。

山河依旧，换了人间。从当年用木
头独轮车走羊肠泥土路，到建成国家 I
级单线电气化铁路，苏区铁路“大团
圆”映射着红色热土的历史性跨越。

这是一条圆梦之路，也是一条奋
斗之路。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脱
贫攻坚的路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老
区人民总是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
顽强斗志，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

气概，在追梦路上砥砺前行——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了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从军
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
钱的伙食”；为解决食盐紧缺的困
难，广大军民把老房子的墙根土
挖出来熬硝盐……

“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能抚
养我们，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
是井冈山神山村村民彭夏英常说
的一句话。靠着勤劳的双手，彭夏
英如今不仅脱了贫，还当选全国
妇女代表大会代表、荣获全国脱
贫攻坚奋进奖。

神山村这座昔日井冈山最偏
远的贫困村，也变身网红打卡乡
村旅游点。全村 80％的村民参与
乡村旅游，人均年收入从 4 年前
的不足 3000 元到超过 2 万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由几乎为零增至
50多万元。

时光流转，不朽的是奋斗精
神；重整行装，需要的是锲而不
舍。

静 静 的 茅 坪 河 畔 、 八 角 楼
前，一棵高大的古枫常有游客驻
足凝思。这棵树长于石头缝，突
破重压，长大后竟把石头撑开，
一百多年过去了，依然生机盎
然，一如矢志奋斗、顽强不屈的
革命老区……

历史已经写就，历史正在创
造，历史还将见证：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阔步行进于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老区，锚定
目标、开拓进取，必将创造新的辉
煌！

（新华社北京11月 8日电）

爱 党 信 党 鱼 水 情 深
——老区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熊 丰 余贤红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 《“十四五”文物保护
和 科 技 创 新 规 划》（以 下 简 称 《规
划》）。

《规划》 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以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为
主线，以强化文物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
建设为动力，全面加强文物保护研究利
用，全面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全面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全面推进文物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中求进、
守正创新，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
护利用之路，推动实现从文物资源大国
向文物保护利用强国跨越，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规划》 明确“十四五”时期文物
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保
护利用，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坚持深化
改革，坚持系统观念。《规划》 提出文
物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文物科技创新能
力实现跃升等主要目标，设立资源管
理、文物安全、科技创新、改革创新、

博物馆纪念馆、人才队伍等六个方面
二十一项主要指标。

《规划》 部署十项重点任务。一
是强化文物资源管理和文物安全工
作，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健
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二是全面加强
文物科技创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的文物科技创新体系；三是提升考
古工作能力和科技考古水平，建设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
学；四是强化文物古迹保护，坚持系
统整体保护；五是加强革命文物保护
管理运用，充分发挥革命文物重要作
用；六是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提升

博物馆发展质量；七是优化社会文物
管理服务，完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制
度；八是大力推进让文物活起来，推
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全面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九是加强文物国际交流合
作，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
外文明交流互鉴；十是壮大文物人才
队伍，综合施策推动构建与文物资源
规模、文物保护利用任务相匹配的学
科结构、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

《规划》 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强
法治建设、完善财政支持政策、强化
规划落实等四方面保障实施，确保目
标任务落地见效。

国办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地下水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 《条例》），自 2021 年 12月 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下水管理工作。
地下水具有重要的资源属性和生态功能，在保障
我国城乡生活生产供水、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维
系良好生态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不断
加 大 ， 导 致 部 分 地 区 地 下 水 超 采 和 污 染 问 题 突
出。为了加强地下水管理，《条例》 从调查与规
划、节约与保护、超采治理、污染防治、监督管
理等方面作出规定。

一是规范地下水状况调查评价与规划编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行政、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开展地下水状况调查评价工
作，根据地下水状况调查评价成果，统筹考虑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地下水资源状况、污染防治等
因素，编制本级地下水保护利用和污染防治等规
划。

二是强化地下水节约与保护。实行地下水取
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明确用水过程的节
约用水要求，强化用经济手段调控地下水节约和
保护，明确地下水水资源税费的征收原则。除特
殊情形外，禁止开采难以更新的地下水。

三是严格地下水超采治理。规范地下水禁止
开采区、限制开采区的划定。除特殊情形外，在
禁止开采区内禁止取用地下水，在限制开采区内
禁止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地下水取水量。
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制本行政区域地下
水 超 采 综 合 治 理 方 案 ， 明 确 治 理 目 标 、 治 理 措
施、保障措施等内容。

四是完善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建立地下水
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制度。强化对污染地下水行
为 的 管 控 ， 禁 止 以 逃 避 监 管 的 方 式 排 放 水 污 染
物，禁止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
或者贮存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等行为。细化防止
生产建设活动污染地下水的制度。细化防止土壤
污染导致地下水污染的制度。

五是加强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
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职
责加强监督管理，完善协作配合机制。加强地下
水监测站网和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完善对地
下水取水工程的监督管理，强化对需要取水的地
热能开发利用项目的管理。

此外，对违反 《条例》 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
法律责任，强化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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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这两个司法保护基地，分
处运城南部与北部，分别属于黄河湿地
生态修复和水系环境的保护场所，自
此运城将初步形成一南一北，涵盖湖
泊、江畔、河流、湿地等多类型的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修复体系，为恢复性司
法理念的贯彻落实提供有力支撑。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赵斌表示，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以此为
契机，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司法
理念，大力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
建设，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环境治
理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运城黄河湿地司法保护基地启动

（上接第一版）
以创新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

力，对运城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极为
重要。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在更大范围、
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深入推进改革开
放，全面激发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和活力。

三

在变化中抓住机遇，在改革中开拓
进取。构建“三高地”，是我市加快高质量
转型发展的应时和应势之举。

构建“三高地”，重在全面增强创新
驱动能力。要汇聚创新资源，丰富创新载
体，着力打造区域性创新中心。深入实施
创新工程，建立实行“揭榜挂帅”制，在智
能制造、新材料、现代医药和大健康等领
域，谋划引进一批高端顶尖项目，突破一

批技术瓶颈，厚植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
土壤。加快打造创新平台，以建设“科创
中国”试点城市为契机，高标准建设 10
号山西智创城，充分发挥山西农大棉花
研究所、省地勘院等驻运科研机构力量，
建立一批工程研究中心、中试基地、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大型仪器共享平台，
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培养引进创新人才，
深入推进人才引进“三个计划”，抓好市
校合作、“12 大基地”建设，深化“运才兴
运”专项行动，健全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
系，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
明才智充分涌流。

构建“三高地”，重在全面深化重点
领域改革。要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要求，优化能源
供给结构，建设能源互联网试点示范城
市。深化开发区“承诺制+标准地+全代

办”改革，推行工业项目“零距离、零收
费、零延迟、零投诉”服务机制，优化营
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硬化考核问
责。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激发国有经济
活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就近办”，让
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深化投融
资体制改革，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力度，严格管控各类金融风险，有效防
范政府债务风险。深化乡镇财税体制、
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以及林
权、水权等改革，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
力。统筹各类机构设置、编制资源使
用，做好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后
半篇文章”。

构建“三高地”，重在全面提升对
外开放能级。我市承东启西、贯通南
北、辐射中原，处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

走廊重要节点。要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加强国际交流，抓好友城建
设，扩大朋友圈；积极对接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化晋陕豫黄河
金三角区域合作。加快运三高速公铁
黄河大桥连接线、临猗黄河大桥及引
线工程建设，抓好运三客专、阳运高
速、韩河侯客运专线等项目前期，建设
现代化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快 4E
级国际机场建设，实现航空口岸正式
开放，申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和保税物流中心，培育对外贸易新主
体。持续办好果博会，扩大优质农产品
出口。加快通用机场建设，培育通航产
业。引进知名快递物流企业，设立转运
中心、分拨中心，打造全国快递物流业
发展示范城市。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构建创新高地、人才高
地、开放高地，在未来产业、新兴产业
发展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运城将乘
风破浪、行稳致远。

让创新改革开放成为运城最壮丽的气象

11 月 9 日，为全国消防日。冬季历来是用气高峰期，岁末年初更是事故
多发易发期。业内专家建议，为避免危险，民众应主动学习正确的燃气使用
知识和方法。 新华社发 曹 一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