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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张俊瑛 通 讯 员
冯 瑞） 9 月 19 日，省政协副主席闫晨
曦深入平陆县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进行调研。市
政协主席陈杰，市政协一级巡视员范安
龙，市政协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陈
旭光参加。

闫晨曦一行先后深入平陆县常乐镇
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常乐镇车村千亩葡
萄基地、部官镇西祁村，通过实地查
看、听取汇报等方式，实地了解特困供

养人员集中照料工作、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等情况，并随机走进脱贫户杨依
全、李东林家中，仔细了解他们的家
庭收入来源、就医就学、帮扶政策兑
现、干部帮扶责任落实等情况。

闫晨曦指出，推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党
中央着眼战略全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
策 部 署 。 要 立 足 民 生 兜 底 保 障 ，
明 确 服务中心建设和服务标准，聚
焦老人膳食服务、日常照护等方面，

逐步提升特困供养机构照护能力，努
力打造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产业发展
效 益 ， 切 实 拓 宽 农 民 增 收 渠 道 ，
全 方 位 激 活 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要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 严 格落实防返贫监测和帮扶工
作机制，持续做好监测帮扶服务，加
大脱贫户帮扶力度，落实落细各项惠
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闫晨曦在平陆县调研巩固衔接工作时强调

落 实 落 细 各 项 惠 民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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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 雄）9 月 21 日，
2024 年运城市暨盐湖区全国科普日主
场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体育馆广场举行。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立刚宣布启动并
为新组建成立的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区科协、垣曲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协授牌。

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通过设立咨
询服务台、志愿者宣讲、展示科技创新成
果及应用、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

板、发放科普图书和宣传资料等方式，
向公众宣传普及前沿科技、生态环保、
科技兴农、卫生健康等科普知识，营造
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提升全民科
学素质 协力建设科技强国”为主题，
展出时间为 9 月 21 日至 25 日。除举
办 2024 年全国科普日运城市暨盐湖
区主场示范活动外，还将组织开展运

城市科技志愿服务联合行动、学会科
普联合行动、企业科普联合行动、流动
科技馆联合行动、农技协科普专项行
动，举办“科学家精神宣讲”专题报告
会、“博士讲科普”专题报告会、河东科
技工作者风采典型宣传、运城市食品
安全科普宣传、“健康中国·运城行动”
科普宣传、运城市第 39 届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优秀作品展播、科普教育基
地联动开放等，联合运城市中心医院
组织开展健康科普脱口秀大赛、“三减
三健 吃动平衡”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宣传月活动，组织社会公众参加 2024
年山西省公众科学素质网络知识竞赛
活动等。

2024 年 运 城 市 暨 盐 湖 区
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 者 付 炎 通 讯 员
翟建平） 家国同庆，见证幸福；千年枣
林 ， 百 年 好 合 。 9 月 22 日 ，“ 家 国 同
庆 见证幸福”2024 全国万人集体婚
礼山西运城分会场活动在稷山国家板枣
公园举办。来自运城及周边市的 84 对

新人共赴甜蜜之约，在家国同庆的喜
庆氛围中奔赴爱的星辰大海。省妇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玉花，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贾爱珍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由全国妇联、国家民
委、民政部、农业农村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主办，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 、 山 西 省 妇 联 及 省 市 相 关 部 门
和 稷 山县委、县政府承办，旨在倡
导移风易俗、婚事新办简办，引导广
大家庭和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
育观、家庭观。

稷山国家板枣公园是我市确定的
“新型婚育文化体验园区”，这里的古
枣树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韧不拔、硕
果累累，象征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生活
的幸福美满。

（下转第二版）

2024 全国万人集体婚礼山西
运城分会场活动在稷山举办

本报讯 （记 者 张俊瑛） 9 月 20
日，由市政协主办、山西省蒲剧艺术院
协办的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暨第
三期“双月一讲”活动举办。市政协主
席陈杰出席活动并致辞。市政协副主席
王平安、刘国义、翟冬鸿、梁清燕，市
政协一级巡视员范安龙，市政协党组成
员、机关党组书记陈旭光等参加活动。

活动在一曲激昂的器乐合奏《关乡
情》中拉开帷幕，分为《同舟共济》《肝胆

相照》《时代作答》3 个篇章。主题鲜
明、形式多样的情景讲述、诗歌朗诵、
歌舞表演等精彩节目先后上演，回顾
了人民政协成立 75 年来的光辉历程，
展示了新时代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的
良好精神面貌和履职风采。

陈 杰 在 致 辞 中 指 出 ， 75 年 来 ，
人民政协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奋
进，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
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人民政协的
使 命 担 当 。 政 协 运 城 市 委 员 会 自
2001 年成立以来，在中共运城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
主题，围绕发展要事、民生实事、治
理难事，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为运城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
锚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
创新之举、多聚共识合力，为奋力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运城实践作出政协新
的更大贡献。

市政协举办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5周年暨第三期“双月一讲”活动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上 周（9 月 16 日 —9
月 22日），各县（市、区）工
作都有哪些亮点？敬请
扫描二维码予以关注。

千年华夏飞天梦，廿载嫦娥揽月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策实

施探月工程，圆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飞天揽月之梦。月球探测的每一个
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是人类认
识和利用星球能力的充分展示。”

砥砺奋进，春华秋实。20 年来，中
国探月工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
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引领下，中国探月
工程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为探索
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屡立新功，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作出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从党和国家发展全
局高度对接续实施月球探测、
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
出战略擘画，为加快建设航天
强国、科技强国指明方向，推动中
国探月工程实现历史性跨越

2024 年 6 月 25 日下午，内蒙古四子
王旗阿木古郎草原。湛蓝的天幕下，一
顶红白相间的大伞缓缓降落——嫦娥六
号返回器携带月背样品到家了！

完成历时 53 天的太空之旅，嫦娥
六号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
样返回。

美国《纽约时报》载文称，嫦娥六
号任务带回的样本，可能为研究月球
和地球的起源提供线索，这是中国探
月计划的最新成果，显示出中国航天
日益增强的综合实力，标志着中国一
系列探月任务的又一次胜利。

自 2004 年启动实施，中国探月工
程步步衔接、接续跨越、连战连捷：

2007 年，嫦娥一号成功绕月，实
现中华民族千年奔月梦想；

2010 年至 2012 年，嫦娥二号实现
对月球的高精度测绘、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科学探测和图塔蒂斯小行星飞
掠探测；

2013 年，嫦娥三号携“玉兔”号月
球车成功着陆月球；

2019 年，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
月背着陆巡视探测；

2020 年，嫦娥五号从月球正面采
集 1731 克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2024 年，嫦娥六号带回人类首份
1935.3克珍贵月球背面月壤……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
大国博弈相互交织，习近平总书记高
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党和国家发展全
局高度对接续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

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战略擘画，为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指明方
向，推动中国探月工程实现历史性跨
越——

“空间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
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
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的重要标
志”；

“科技创新深度显著加深，深空探
测成为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基于
创新。创新决定未来。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创新才能抢
占先机”；

……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始

终难忘那一幕：2013 年 12 月 15 日深
夜，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

彼时，远在地球 38 万公里之外，
嫦娥三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虹湾区域，

“玉兔”号月球车安全驶离着陆器到达
月面。23 时 45 分，经过地面数据接收
和处理，飞控大厅大屏幕上显示出“玉
兔”号月球车的清晰图像，一面五星红
旗鲜艳夺目。

“习近平总书记聚精会神地观看、
聆听，同大家一起鼓掌，还来到科研人
员中间，同大家一一握手，致以问候。”
吴伟仁回忆。 （下转第三版）

向着航天强国目标勇毅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引领探月工程纪实

新华社记者 吴 晶 温竞华 宋 晨

9 月 20 日，地处中条山腹地的革
命老区村夏县泗交镇窑头村宝洁希望
小学学生在做广播体操。

近年来，夏县不断加大对革命老

区的投资力度，持续实施了易地移民
搬迁、老旧房屋改造和党群服务中心、
山区乡村小学、通村畅乡道路等基础
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并依托山区自然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顺
利通过省级康养旅游度假区验收，革命
老 区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不 断 提
升。 特约摄影 张秀峰 摄

河东秋日胜春朝！
金秋时节，作为助力打造知名旅

游强市和山西省旅游热点门户的“河
东文旅第一节”——第 35 届关公文化
旅游节拉开帷幕，一场精彩纷呈的文
旅盛会和喜庆祥和的群众节日如期而
至，让河东大地秋色更加厚重亮丽。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以关公文化
为龙头，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指导下，以关
公文化旅游节为节点强力攻坚，充分
发挥全市文旅资源优势，积极盘活用
好历史文物资源，大力推进关公文化
的活化、利用，精心绘制文旅融合的

“工笔画”，着力推动全市文旅产业由
“景区游”向“全域游”、“门票经济”向
“产业经济”、“旅游城市”向“城市旅
游”发展，龙头高舞的运城文旅产业正
奔向更高质量的“诗和远方”。

以节促建促变促发展，
“一座庙”嬗变为“一座城”

秋意渐浓的运城，解州关帝庙前
的五龙峪河，波光粼粼，折射出红色古
垣墙、黄绿相间琉璃瓦和现代化游客
中心交相辉映的梦幻景象。

长期以来，解州关帝庙虽然以“关
庙之祖”“武庙之冠”蜚声海内外，但同
时也面临基础设施不足、产业配套欠
缺、大型节庆活动承载力不足的尴尬。

2022 年，省委、省政府将山西省
第八次旅游发展大会举办地放在运
城。市委、市政府以节促建、以节促
变、以节促发展，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憋足一股劲、拧成一股绳，以惊人的
智慧、毅力、速度、力量，完成了解州关
帝庙景区的嬗变——

占地面积约 8.18 公顷的解州关圣
文化广场全面升级，五龙峪河与广场
融为一体，大型青铜浮雕《关圣文化史
迹》《关帝圣迹图志》屹立两侧，松柏、
草坪、假山秉承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
中式园林理念，巧妙布置建设，重现千
年关帝庙的历史风貌。

面积 6000 平方米的关公故里旅
游景区游客中心，解州古城西城墙遗
址、关公数字展馆等“古今相融”，二楼
平台可以南望巍巍中条、北览硝池烟
柳、东瞰解州古城、西望千年关庙，给
游客带来“一馆越千年”的沉浸感。

五龙峪河道滨水休闲区，曾经的
泄洪河道，已实现“三季有花、四季有
景”，不仅成了附近村民家门口的生态
公园，还提升了关帝庙南部的整体生
态风貌。

……

如今，沿着笔直宽阔的关公大街
一路向西，两侧仿古门面修葺一新、
绿植花卉高低错落；行至景区，尘封
多年的解州古城西城墙原貌重现，纵
跨南北、“一画”开天的游客服务中心

大气磅礴，广场两侧大型的青铜浮雕熠
熠生辉……

众多数年前来过解州关帝庙的游
客，再次来到景区后，都为景区变化之大
欣喜非常：关公文化广场、游客服务中
心、滨水休闲区、智慧停车场……“这才
是关帝庙景区该有的样子。”

而与之相距不远的常平关帝家庙，
则重点打造“一庙一街一村”，即关帝家
庙周边环境整治、主题文化街区“平常
街”和常平精品民宿村，形成集祈福、特
色餐饮、精品民宿、儿童游乐等于一体的
关公信俗文化体验区。

如今，游客沿着 500 米长的文化街
区，向北过关帝家庙，直抵碧波荡漾、水
天一色的盐湖，向南则通往位于中条山
下的关帝圣像。通过这条中轴线，常平
关帝家庙和关帝圣像两个景点连为一
体，特别是依托文化街区新建的关氏会
馆、云兮故里民宿，融吃住行游购娱为一
体，极大地满足了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节会是形，发展为实。关帝庙核心
景区面积由过去的 390 余亩拓展到现在
的 1300 亩，实现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
旅游配套、服务质量和文旅业态的显著
提升，“依山带水、两庙一廊”的景区整体
格局还在不断优化提升，游客中心东侧，
春秋路已经完工通车，外形大气古朴的
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商业配套项目也
已接近尾声。项目建成后，景区业态将
更加丰富，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将给
游客提供更高的需求。

让文物“活起来”，关公文
化舒展着精彩纷呈的时代魅力

大鼓槌落，战马的脚步急促而坚定；
琵琶声起，将军的意志坚定而决绝；二胡
拉响，战场的局面震撼而豪迈……2020
年年底，大型民族交响乐《关公颂》登上
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创造了用音乐讲述
关公故事的先例。

绚烂的桃林中关羽与刘备、张飞举
酒结义，对天盟誓；斩华雄、战吕布、杀颜
良、诛文丑，关羽过五关斩六将……2022
年年底，蒲剧《忠义千秋》上演，通过有
500 多年历史的蒲州梆子演绎传承千年
的关公文化。

……
关公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也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几乎所
有的美好基因。面对这样一份沉甸甸的
文化遗产，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通过
不断探索关公文化新业态，坚持传统文
化时尚表达、优秀文化引领风尚、地域
文化全球共享的理念，运用当代技术，
以影视、动漫、游戏等年轻人喜爱的形
式和途径，传播关公文化，讲好关公故
事，更好地满足大众在新时代的精神文
化需求。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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