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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蒲剧艺术周
新时代新创剧目展演

制图 冯潇楠

◆戏迷折子戏专场（一）

演出时间：9月18日 19:30 演出地点：天泰文化苑

演出单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开放式演出）

◆◆蒲剧蒲剧《《精忠报国精忠报国》》

演出时间：9月19日 19:30 演出地点：盐湖会堂

演出单位：盐湖区蒲剧团 售票热线：0359-2060600

◆◆戏迷折子戏专场戏迷折子戏专场（（二二））

演出时间：9月19日 19:30 演出地点：天泰文化苑

演出单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开放式演出）

◆◆蒲剧蒲剧《《金麒麟金麒麟》》

演出时间：9月20日 19:30 演出地点：盐湖会堂

演出单位：盐湖区蒲剧团

◆◆蒲剧经典折子戏专场蒲剧经典折子戏专场（（一一））

演出时间：9月20日 19:30 演出地点：盬街

演出单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开放式演出）

◆◆蒲剧蒲剧《《麟骨床麟骨床》》

演出时间：9月21日 19:30 演出地点：盐湖会堂

演出单位：盐湖区蒲剧团 售票热线：0359-2060600

演出时间：9月 21日 19:30 演出地点：盬街

演出单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文艺演出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文艺演出

演出时间：9月21日 20:00 演出地点：运城市会展中心

演出单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蒲剧蒲剧《《忠义千秋忠义千秋》》

演出时间：9月22日 19:30 演出地点：常平关公家庙广场

演出单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开放式演出）

◆◆民族交响乐民族交响乐《《河东颂河东颂》》

演出时间：9月22日 19:30 演出地点：运城市会展中心

演出单位：运城市音协 售票热线：18635913888

◆◆蒲剧经典折子戏专场蒲剧经典折子戏专场（（二二））

◆◆““我有拿手戏我有拿手戏””群众文艺展演群众文艺展演（（一一））

演出时间：9月22日 19:30 演出地点：南风广场

演出单位：运城市文旅局

◆◆蒲剧蒲剧《《忠义千秋忠义千秋》》

演出时间：9月23日 19:30 演出地点：运城市会展中心

演出单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售票热线：0359-2023838
18634816011

演出时间：9月 23日 19:30 演出地点：南风广场

演出单位：运城市文旅局

◆◆““我有拿手戏我有拿手戏””群众文艺展演群众文艺展演（（二二））

演出时间：9月24日 19:30 演出地点：蒲景苑

演出单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售票热线：0359-2626625
18635936766

◆◆蒲剧经典折子戏专场蒲剧经典折子戏专场（（三三））

演出时间：9月24日 19:30 演出地点：运城市会展中心

演出单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售票热线：0359-2023838
18634816011

◆◆舞台剧舞台剧《《永乐宫纪事永乐宫纪事》》

演出时间：9月24日 19:30 演出地点：南风广场

演出单位：运城市文旅局

◆◆““我有拿手戏我有拿手戏””群众文艺展演颁奖晚会群众文艺展演颁奖晚会

售票热线：0359-2060600

（开放式演出）

（新媒体直播）

（开放式演出）

（开放式演出）

（开放式演出）

售票时间：8:00—12:00 15:00—18:00

售票地点：盐湖会堂（凤凰北路48号）

售票时间：8:00—12:00 15:00—18:00

售票地点：盐湖会堂（凤凰北路48号）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
电 （记 者 王立彬） 进 入
农历八月，全国秋粮进入
收 获 季 并 开 始 陆 续 上 市 ，
有关部门要求各地切实做
好秋粮收购工作。

记者 15 日从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
全 国 秋 粮 陆 续 进 入 收 获
季 ， 中 晚 稻 已 零 星 上 市 。
秋 粮 产 量 占 全 年 粮 食 产 量
的 四 分 之 三 ， 涉 及 品 种
多 、 覆 盖 地 域 广 、 时 间 跨
度 长 ， 是 全 年 粮 食 收 购 的
大 头 。 国 家 粮 食 和 储 备 局
指 出 ， 各 地 要 统 筹 考 虑 稻
谷 、 玉 米 、 大 豆 等 重 点 品
种 生 产 形 势 、 市 场 走 势 及
天 气 变 化 等 因 素 ， 制 定 预
案 ， 满 足 农 民 售 粮 需 求 ；
深 化 粮 食 产 销 合 作 ， 引 导
各 类 主 体 积 极 入 市 ， 确 保

“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
仓收粮、有车运粮”；统筹
推 进 粮 源 调 度 、 储 备 轮
换 、 产 销 衔 接 ， 做 好 粮 食
保 供 稳 价 ； 严 格 把 好 质 量
关 口 ， 严 禁 不 符 合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的 粮 食 流 入 口 粮 市
场和食品生产企业。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 国
家粮食和储备局、财政部、交通运输
部、农业农村部、中国人民银行、市
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日
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快构建粮食
收购市场化融资支持机制，积极搭建
银企对接平台，巩固提升粮食收购贷
款信用保证基金使用成效；充分发挥
国 务 院 物 流 保 通 保 畅 工 作 机 制 作 用 ，
加强粮食铁路、公路、水路运输需求
与运力供给对接；中储粮要做好政策
性收购准备，切实发挥政策托底作用。

通 知 强 调 ， 加 大 执 法 监 管 力 度 ，
拓 宽 群 众 投 诉 举 报 渠 道 ， 严 肃 查 处

“ 转 圈 粮 ”“ 以 陈 顶 新 ”“ 先 收 后 转 ”
“虚假收购”“压级压价”“未按规定明
码标价”等违法违规问题，守牢农民

“种粮卖得出”底线。

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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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开
始
陆
续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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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时间：8:00—12:00 15:00—18:00

售票地点：盐湖会堂（凤凰北路48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 2014 年第
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19 个援
疆省市及中央各有关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
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工作取得历史性
成就。新疆迎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最大、民生受益最多
的时期。

似海深情，凝聚民心民意；如山厚
望，激发奋进动力。全方位支援让新疆大
地日新月异，让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
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

对口援疆 助力巨变

新疆，安定和谐、繁荣发展、开放自
信，援疆已经成为推动发展的工程、民族
团结的工程、凝聚人心的工程。

住上安居富民房、走上柏油路、喝上
自来水、享受免费上学……援疆支持让
这些“红利”成为天山南北各族居民的

“标配”。一项项惠民之举、一批批民生项
目，极大改善了新疆各地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援疆综合效益不断提高，各族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各援疆省市念“民之所忧”，行“民之
所盼”，聚焦新疆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精 准 发 力 ，10 年 累 计 安 排 援 疆 资 金 近
1700 亿元（含兵团），并将援疆资金总量
的 80％用于县及县以下基层、80％用于
民生。

“是上海援疆医生给了儿子第二次
生命。”喀什地区泽普县的阿丽通古丽·
赛买尔说，儿子患有罕见心脏疾病，受医
疗条件所限，一家人几近绝望，所幸上海
援疆医生为其制定诊疗方案。如今，她的
儿子和正常的孩子并无两样。

对口援疆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
发力，10 年累计投入资金 775.4 亿元，推
进一批惠民工程建设。受益于大规模投
入，南北疆乡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
水平实现跨越式提高，1100 万各族群众
住房条件改善，200 多万劳动力稳定就
业，新建和改扩建学校 2100 余所，基层
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随着对口援疆走深走实，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的和田、喀什，各族群众常

常挂在嘴边的是北上广深。一段段公路、
一座座机场、一条条铁轨，汇聚了万里之
外的一批批游客。

喀什古城里，从事旅拍工作的麦吾
兰·图拉克，走街串巷短短半个小时，就
听到了四种不同的方言——川渝口音的
视频博主在百年老茶馆直播，讲上海话
的情侣在摊位前询价，操着东北口音的
夫妻俩哄着小孩拍照，讲广东话的老人
在和家人视频聊天。

从自然风光到特色文化，丰富多样
的旅游资源带动产业发展。“旅游援疆正
将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麦吾
兰·图拉克说，这也拉近了新疆和其他省
份的距离。

山海情深 双向奔赴

在对口援疆的大力支持下，新疆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对内对外开放能力不
断提升，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
市场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
经济高质量发展驶入快车道，地区生产
总值由 8360 多亿元增长到 1.7 万亿元，
年均增长 6.6％；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初
步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石化、电力、纺
织等工业为主导，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
现代产业体系。

广袤的新疆大地，拥有独特的资源
禀赋、区位优势。援疆干部因地制宜，把

“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支援”
与“互利”相结合，形成了全面推进的崭
新局面。

10 年来，各援疆省市累计投入资金
400 亿元打造平台载体，优化营商环境，
开展招商引资，累计落地投资超过 3 万
亿 元 ，占 全 区 招 商 引 资 到 位 资 金 的
65.9％，成为吸引区外企业投资的主要
力量。

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绿洲伽师县，
一颗颗色泽鲜亮的新梅挂满枝头……通
过航空运输两天内就能送到全国各地消
费者手中，这是当地果农从前想都不敢
想的事。

林果种得好是基础，运得出、卖得好
才是硬道理。2021 年，在广东援疆的支
持下，伽师县建成粤伽新梅产业园，园区

配套冷藏保鲜区、加工生产区、交易服务
区等，打造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自此，
一个围绕新梅产业上下游的企业链条开
始集聚。京东、百果园、德汇好物、广东中
荔等 18 家知名企业落户，带动伽师新梅
产业发展壮大。

山海遥望同月明。10 年来，援受双
方协同配合，实现援疆模式由单向支援
向双向合作转变：

——391 亿元援疆资金支持新疆发
展特色优势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引
进一批大企业大集团，一批新疆知名企
业在援疆省市支持下发展壮大，实现优
势互补、合作共赢；

——援受双方持续推进能源领域合
作，加大疆电外送力度，一批光伏发电、
风电和储能项目陆续建成，不断巩固国
家战略能源基地重要地位；

——浙江省“十城百店”、黑龙江省
“两疆（江）臻品”等一批市场援疆模式有
效带动了新疆农特产品销售，丰富了支
援省市的菜篮子、果盘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对口支
援工作，加强新疆与内地产业合作、人员
往来，鼓励和引导新疆群众到内地就业，
鼓 励 和 支 持 内 地 人 口 到 新 疆 创 业 、居
住。”10 年来，援受两地人员往来日渐密
切。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有序到援疆省市
企业务工累计达 17.5万人次。

无血缘有亲情、有距离无隔阂，各种
形式的交往跨越数千公里，促进了边疆
地区与祖国各地互动交流。2022 年，帕
米尔高原护边员阿布都加帕尔·猛德因
帮助湖北游客脱困、亮出党徽拒绝报酬
走红网络，被网民称为“党徽大叔”。今
年 3 月，他受邀跨越 4000 多公里与受助
游客重逢，也受到了武汉市民的热情欢
迎。

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感人故事勾勒
出对口援疆国家行动的巨幅画卷，使其
成为天山南北巨大深刻变革的重要推动
力量，帮助各行各业实现华丽转身的同
时也在当地留下交往交流交融的佳话。

久久为功 共创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与援疆省市

各族干部群众在互相走动、互相学习中
共同成长。

为了留下带不走的队伍，各援疆省
市常态化开展帮带提升工程，团队带团
队、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援疆干
部言传身教、倾囊相授，实现受援地人才
发展观念转变、工作能力提升。神经医学
科医生薛志强在援疆专家的帮助下，从
不能独立开展神经介入检查，到能够主
刀颅内颅外手术，用一年半的时间成为
吐鲁番市神经介入“第一人”。

时刻把受援地群众的冷暖放在心
上，是援疆干部们的共同特质。一批援疆
干部离疆后仍不断采取牵线搭桥等各种
方式，致力于边疆建设。“不论未来相距
多远，我仍会尽力提供帮助。”第十批援
疆干部、湖南省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
工作队原队长莫龙说，看着一批批帮带
培养的医疗人才不断成长起来，让他倍
感欣慰。

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援疆干部人
才身肩时代之责、满怀感恩之心、践行报
国之志，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援疆为什
么？援疆做什么？援疆留什么？”的时代之
问。

“来到边疆，才深刻意识到做好新疆
工作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事关民
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圳市援疆前方
指挥部指挥长谢海生说。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10 年 来 ，5 批 次 共 2.1 万 名 干 部 人

才，9 万余名教育、科技、医疗等紧缺急
需柔性人才接续援疆，用不凡业绩谱写
了报效祖国、建设边疆的人生乐章。

“以前做梦都没想到会来新疆，现在
一做梦就是新疆。”河北援疆干部周爱武
说，回顾 10 年援疆路，这里是他的第二
故乡，也将是他永远的牵挂。

新时代对口援疆在天山南北留下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烙印，
谱写了民族团结、交融奋进的动人篇章。
新疆大地，接续援疆的步履不歇，各支援
疆力量坚持久久为功、绵绵用力，将民族
团结的“同心圆”越画越大，形成同心共
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15日电）

同 心 援 疆 结 硕 果
——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综述

新华社记者 曹志恒 关俏俏 尚 升

上图：9 月 15 日，在山东省
临沂市平邑县铜石镇广阜村，农
民将收获的玉米装车。

金秋时节，各地农民抢抓晴
好天气忙收获，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景象。

新华社发（武纪全 摄）
右图：9 月 14 日，农民在山

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青城镇田间
采摘韭花。

眼下正值韭花成熟上市的
季节，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的农
民们忙着采收韭花，供应市场。

新华社发（张维堂 摄）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记 者
宋 晨 王琳琳）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
局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知
识 产 权 公 共 服 务 普 惠 工 程 实 施 方 案

（2023—2025 年）》，旨在通过建设覆盖
更广、效能更高、服务更好、体验更优的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政策更加
普惠公平、服务更加普惠可及、数据更加
普惠开放。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司长王
培章介绍，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
实施，我国整体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各类

创新主体和创新模式加速涌现，对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不断提出新要求。实施方
案明确了五方面重点工作内容——推进
服务主体更加多元；推进服务供给更加
均等；推进服务领域更加多样；推进数字
化支撑更加扎实；推进服务人才更加专

业。
“实施方案紧密围绕服务国家战略

需要，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
发展需求，提出强化对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新领域新业态、区域重点产业、乡村
振兴和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支撑。”王培
章说。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印发的实施方
案也注重为广大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提
供支撑。王培章表示，中小微企业量大
面广，是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更是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
重要服务对象。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普 惠 工 程 实 施 方 案（2023 — 202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