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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要贯彻落实中共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协商成
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要求，
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举措、创新
服务，加快推进市政协对口协商建
议办理，推进协商成果转化落实。
市政协将加强跟踪督办，对今年的
重点提案办理、对口协商建议和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工作进行回头
看，不断提升政协履职质效。要进
一步增强委员主体责任，发挥委员
主体作用，认真开展每月 21 日的

“委员活动开放日”活动、委员日常
履职活动，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入开展
学习研讨、调研视察、协商议政、走
访慰问等，让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政
协，让政协委员更好地联系群众、服
务人民。

会后，陈杰到运城市供销电商有
限公司、运城抖金科技有限公司调
研，详细了解供销系统通过搭建服务
平台、深化社有企业间合作、拓宽农
产品销售渠道的推进成效。

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推进协商成果转化落实

（上接第一版）今年上半年，全市园林水
果产量 105.2 万吨，同比增长 10.6%，14
大类 73 种水果远销世界 77 个国家和地
区，年出口量占全省 80%。重点实施设
施渔业、供港蔬菜等“四南四北”产业项
目，打造“厚民晋茶”品牌，建设 4 个供港
蔬菜基地，种植优质水稻 6 万余亩，实现
罗非鱼工厂化养殖和对虾、大闸蟹规模
化养殖。聚焦精深加工，全力推进优质
果蔬、饮品酿品等 5 大产业集群建设，深
入实施晋南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龙
头企业贷款贴息、示范联合体建设等项
目。2023 年，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产值突破 300 亿元。坚持品牌强农，累
计认证有机农产品 4 个、获证绿色食品
230 个、认证“圳品”71 个、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 47 个，完成市级优质农产品
生产基地认定 20 个，数量均居全省前
列。“运城苹果”“临猗苹果”“万荣苹果”

“夏县西瓜”“绛县大樱桃”5 个超亿元区
域公用品牌总价值达 171.76亿元。

沃野之上、山乡之间，农业高质高
效、农民富裕富足、农村宜居宜业的美好
画卷正铺展开来。

产业向绿 生态向美
黄河流域转型发展成形成势

“三二一，点火！”10 月 28 日，科宇新
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套锂电负极材
料石墨匣钵项目成功点火运行，为运城
锂电池行业再添“新军”。据了解，该项
目一期投资 3.5 亿元，生产过程将全部采
用智能控制，多个工艺环节与生产设备
为行业原创。项目投产后，将与垣曲县

另两家企业，构建起运城锂电池产业链
的关键一环。

“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实施产业转
型‘五个行动’，统筹抓好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前
瞻布局，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
建体现运城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运城市委五届七次全会上，市委书
记丁小强说。

倾力打造“合汽生材”（“合”即信息
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汽”即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生”即生物医药和大健
康；“材”即新材料）新兴产业地标；着力
培育先进装备制造、精品钢、新材料、农
产品深加工 4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绿色
焦化 500 亿级产业集群，数字经济、现代
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绿色建材 5 个
100 亿级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运
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
业 增 加 值 的 21.7%。 从 2019 年 到 2023
年，5 年来，运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超 30%。

生产方式向绿而生，生态保护逐绿
而行。沿着遍布全境的旅游公路漫游，
如同在画廊里穿行。飞鸟蹁跹的浩渺盐
湖，城水相融的湿地公园，产业兴旺的生
态廊道，一曲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黄河
主题曲在河东大地激情奏响。在创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
宏伟进程中，运城强力推进“一泓清水入
黄河”工程，加快建设“五条绿色走廊”，
健全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机制，

“一指标一策”整治大气环境突出问题，
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奔腾不息的黄河，记载着运城“绿色
先行”的奋进与梦想，铭刻着河东儿女

“生态优先”的智慧与力量。染绿色之
墨，落点睛之笔，万古长河的时代新绿，
正在运城大地层层晕染。

培育业态 塑造品牌
“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绿叶”初展

“盐湖很美，未来还会更美。”站在盐
湖边上，看着堤埝上如火如荼的生态修
复项目，北京游客秦海由衷地说。他的
面前，潋滟银湖、滴翠中条，与城市风貌
一脉相连，如画美景仿若浑然天成。

从春节假期永济“水上列车”火爆出
圈，到五一假期位列全国最受欢迎小众
旅游目的地第二；从 8 月下旬跟着“悟
空”游运城让 102 处国保单位走红全国，
到国庆假期源源不断的客流挤爆大小景
区，运城终于以其冠绝古今的古建奇珍、
山水人文，诚意满满的服务和爱意，种出
了一颗“国宝第一市，天下好运城”流量
长红的文旅硕果。

运城的文旅融合，不仅是一场文化
与自然的碰撞，更是一次全方位的产业
升级。近年来，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运城聚焦打造旅游强市和全省旅游
热点门户，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综
合实施“挖掘阐释、传承普及、文艺创作、
价值观培育、文化体制改革”五大工程，
部署的 12 项改革，已有 10 项如期完成，

“打造旅游热点门户”“完善文物保护和
活化利用体制机制”两项改革正在扎实
推进。从“建设知名旅游强市”到“打造
旅游热点门户”，从“游山西运城，读华夏

历史”到“国宝第一市，天下好运城”，
运城绵绵发力，久久为功，全链条推动
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建设黄河金三角
旅游区域中心、关公忠义文化和华夏
根祖文化的旅游目的地，把运城文化
旅游业打造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民
生产业、幸福产业。

最近，一则“秦晋之好”旅游惠民
年 卡 即 将 上 线 的 消 息 ，再 次 燃 爆 网
络。这张旅游年卡，不仅覆盖西安、咸
阳、铜川、商洛和运城的 60 家景区，还
可在 8 家景区演艺及 27 家民宿享受最
大 5 折的优惠。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
游目的地和服务黄河金三角三省四市
辐射全国的旅游热点门户城市，已成
为运城文旅未来的发展方向。

不只是旅游年票，免费公交、公众
考古、沉浸式演艺……在强化产业布
局，完善基础设施，倾力锻造以盐湖旅
游度假区、夏县泗交康养旅游度假区、
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等为龙头的文
旅核心吸引物的同时，运城深入挖掘
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内涵，持续打造
精品文化活动，不断推出精品旅游线
路，开通城景通免费直通车、中条山文
旅直通车、跟着“悟空”游运城免费直
通车，为游客温历史、品文化、鉴文物、
赏古建创造更加独特而极致的旅游体
验。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市 45 家
A 级景区和岚山根景区，累计接待人
数 221.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17.18%，
累计门票收入 1860.37 万元，同比增长
47.74%。

坚持以绿为底、绿色先行，活力十
足的运城儿女，正全力以赴把创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的使命担当化作转型发展的生动实
践。

（原载11月 21日《山西日报》）

以奋斗作笔 谱黄河新篇

（上接第一版）要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加强帮
扶项目资产全链条监管和动态监测管
理，坚决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确保农村集体资产稳定良性运行、持续
发挥作用。

在绛县广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西
康园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晋天泽食品有
限公司，王立刚实地了解企业项目建设、
产业培育、联农带农等情况，勉励企业要
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坚持做好农产品精深
加工文章，深耕细作农业产业，以关键原

料、关键技术、关键产品等为牵引，不断补
链延链强链。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的引领作用，健全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让农
民分享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

调研中，王立刚还来到中设华晋铸造
有限公司、布达维物资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等项目建设现场，围绕安全生产、产业发
展、招商引资等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叮
嘱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服务企业力度，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以更加
优越的营商环境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化责任担当 提升帮扶质效
全力以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上接第一版）
作为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

全国性综合运动会，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从 1953 年
在天津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
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演变而来。
71 年来，这项赛事已成为展示
少数民族风采、促进各族同胞
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平台，为
推动全民健身和传承少数民族
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
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社会
实践中孕育产生的，具有浓郁
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与各
民族文化息息相关。新中国成
立 后 ，被 誉 为 民 族 文 化“ 活 化
石”的传统体育得到重视和保
护，全国陆续挖掘整理的上千
个传统体育项目中，有 700 多个
来自少数民族。

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上，民族传统文化得到
了传承和发扬。随着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生产生
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而运动会
的持续举办，让很多有着较高
竞技性、观赏性、趣味性的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以保留并
发扬光大。

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
现代体育项目相结合，为发扬
传 统 文 化 提 供 了 另 一 种 可 能
性。在古代，我国东北地区的采
珠人为提高效率，在水中将采
集的蛤蚌直接投入船上的箩筐
里，这一劳作方式便是珍珠球
运动的雏形。珍珠球运动具有
场地、器材简易性和游戏形式
大众性等特点；虽曾一度失传，
但经发掘整理，人们将采蛤蚌
与篮球规则结合，便有了集趣
味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的珍珠球
运动，于 1991 年第四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被列为
正式比赛项目。

手脚并用、向上攀爬，几秒
钟的时间，便可触及椰子树顶
端的计时按铃……本届运动会
新增的特色项目“攀椰竞速”，尤其受
到关注。该项目源于海南当地群众爬
树摘椰的生活劳作场景，趣味性、竞技
性兼具，具有鲜明的海南地域特色和
民族特色。

“攀椰竞速项目注重考验运动员
的攀爬技巧、体能耐力和核心力量，以
攀爬向上的姿态不断进取，展示力争
上游、奋斗不息的精神。”三亚市旅文
局副局长、竞赛指挥中心执行副指挥
长杨玉婷说。

别具一格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充
满了生活智慧和乐趣。“独竹漂”高手
仅凭一根细长的竹竿，就能在水面上
翩翩起舞；“高脚竞速”的比赛用具源
自土家族、苗族群众在雨季代步或涉
水过浅河的工具，赛场上运动员们双
手各持一杆，“同手同脚”奔跑，上演

“速度与激情”；民族健身操融合了多
民族舞蹈动作，把民族舞蹈的柔美与
健身操的力度相结合，实现了传统民
族文化与现代健身运动的完美融合。

为发扬传统文化，满足本届运动
会需要，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和国家
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将赛会竞赛项目
和表演项目的规则及裁判法编撰成
册，供广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爱好者、
参与者和从业者学习使用。

民族文化焕发新生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竞技推动进步，交流催生创造。运
动会不仅让传统的民族体育文化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也为各民族文化交流
互鉴提供了重要平台。

本届运动会的表演项目具有鲜明
的地域差异性和民族特色。巍峨雪山、
广袤草原，运动会马上项目的比赛于
今年 7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
举行。其中，“姑娘追”作为表演项目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姑娘追”原先是哈
萨克族男女青年的一种恋爱方式，即
姑娘骑马追上心爱的青年，用皮鞭轻
轻抽打他，来表达爱意。现如今，在各
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中，“姑娘追”已
成为一项饶有风趣的群众性体育活
动，不断传承发展。

内蒙古代表团擅长的马上技巧表
演中，骑手们驭马如龙，或风驰电掣，
或轻盈飘逸，展现各种高难度动作，引
来观众阵阵惊叹。内蒙古代表团教练
刘红琴介绍说：“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特
色，带来的项目也不一样。互相学习和
交流是宗旨。我们通过观摩学习，也能
进一步提升技巧和编排能力。”

从天山北麓到南海之滨，从漫无
边际的绿色草原到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交换夏天、共享冬天。盛会将至，三
亚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已然沉浸在
一片欢乐的赛会氛围中。通过民族文
化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等活动，三
亚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断普
及，群众参与度不断提高。

三亚各中小学校开设了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的课程，让学生感受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魅力。“学校开
展了射弩、陀螺、攀椰树等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三亚市民族中学相关负
责人表示，学校将积极推广少数民族

传 统 体 育 运 动 ，将 其 发 扬 光
大。

在运动会的推动下，原先
局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
的“特产”，逐渐成为各民族的
共同财富。南方的花炮和龙舟，
如今在北方大地越来越流行；
东北满族群众酷爱的珍珠球，
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也生了根。
微小的交融，折射出的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互融。

“ 我 们 共 有 14 名 参 赛 队
员，由汉族、黎族、壮族、维吾
尔族等多个民族的运动员组
成，平均年龄在 23 岁左右。目
前全队热情高涨，期待与各民
族同胞共迎盛会，展示出良好
的精神风貌。”海南省女子珍
珠球队教练林声伟说。

随着运动会开幕的脚步
临 近 ，各 项 准 备 工 作 已 经 就
绪。开幕式将于 11 月 22 日在
三亚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
民族大联欢活动将于 11 月 26
日 在 三 亚 天 涯 海 角 举 行 。届
时，精彩纷呈的节目、丰富多
彩的活动、风情浓郁的展示、
独具魅力的习俗，将深刻凝聚
天南地北各民族的团结情谊。

对于观众而言，无论是激
烈的竞技还是优美的表演，都
将让他们大饱眼福，感受到不
一样的民族魅力，体悟文化交
流的“美美与共”。让我们共同
期待，在这场盛会上见证各民
族和谐相处、携手共进的动人
故事，感受民族团结所激发出
的磅礴力量。

中华民族一家亲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
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
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大家
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各民
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进入新时代，各族儿女，心
相 通 、情 相 融 ，志 相 同 、力 相

聚，正阔步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大道上。

今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民
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
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各民族文化
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
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
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
必然。和合共生、美美与共，在中华民族
大家庭中，我们共同书写着历史，在交
融中共存，在开放中发展，新时代的幸
福美好生活正在各族人民手中创造。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将会展现各民族美好幸福生活
的缩影。云南代表团带来7个表演项目，
进一步展现“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
民心向党”的团结风貌。特别是《菌儿丰
收赛》《鼓语欢腾》《柚子飘香》《竞速彩
蓬》等项目，编排融入了地域元素、文化
价值、生产生活气息，生动展现边疆民
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场群众体育的盛会。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通
过参与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
目，人们能够感受到运动的快乐，激发
出对体育的热爱和参与热情。内蒙古
代表团将带来表演项目“抢枢”，这是
鄂温克族流传下来的一个古老的竞技
游戏项目，同时也被蒙古族、达斡尔
族、鄂伦春族等所接受，已经成为一项
各族同胞共享的文化民俗。

这是一场民族团结的盛会。各民
族兄弟姐妹齐聚三亚，在共学共乐、积
极昂扬的氛围中展示多姿多彩的民族
文化，在欢乐的氛围中分享彼此的故
事，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
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和文
化自信。一张张笑脸、一声声问候、一
句句祝福……在这场运动会中，各民
族来宾都将深切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深切感悟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的、
多元一体的大家庭。

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
放而兴。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
型起势，正成为中国开放的高地、投资
兴业的热土。本届运动会将向各族群
众展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让
各族群众实地感受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新
发展新变化，共建共享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发展新机遇。

这次运动会，必将为海南省和三
亚市留下一批宝贵的赛会成果，也将
进一步促进各族群众血脉相融、信念
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发展
中华民族大团结。

这场“最炫民族风”的文化盛宴，
既是对各民族独特魅力的精彩展示，
也是对民族团结力量的深刻诠释。中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赛场
内外，都将见证 56 个民族携手前行，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谱写
新的华章。

（新华社三亚11月 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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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北方多数地区已经进入
供暖季。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召开中央企业今冬明
春保暖保供工作专题会，要求各中央企
业更好发挥关键时刻“顶梁柱”作用，带
头为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人民群众
温暖过冬作出更大贡献。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抓好煤炭、天
然气稳产保供，加快电力、油气和管网
项目投资建设进度，推动数字技术和能
源技术深度融合，做好极端天气应急预
案……按照统一部署，相关中央企业多
措并举全力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晨光初露，机械轰鸣。在位于国能
新疆红沙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红沙泉一
号露天煤矿的火车智能装车系统作业现
场，60 余吨煤炭从储煤仓闸口精准落入
专列车厢，厢过即满……数十分钟后，一
列满载 3500 吨“乌金”的列车整装待发，
即将开启出疆之旅。

保暖保供，煤炭是“压舱石”。记
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
这 家 中 央 企 业 紧 盯 煤 炭 “ 保 量 ”“ 稳
价”两个关键，拓展疆煤外运、西煤东

运、北煤南运等新通道。截至 11 月 11
日，集团煤炭销售量 6.75 亿吨、自产煤
产量 5.37 亿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任务
的 86.8％和 92.5％，均较去年同期实现
增长。

煤炭生产紧锣密鼓，各发电企业也
加紧推进煤炭储备工作，科学优化配煤
方案，为冬季供电供热攒够“口粮”。

以国家电投集团为例，这家企业加
强电煤采购，深化电煤供应合作，确保年
度“优质+有效”长协兑现占比达 95％以
上。截至目前，企业保供机组共计 231
台，电厂存煤 1898 万吨，同比增长 152 万
吨，平均发电可用天数 44天。

供 热 方 面 ，中 央 企 业 同 样 守 土 有
责。作为国内最大的民生供热企业，中
国华能集团 81 家供热单位、220 台供热
机组、2890 个供热站“火力全开”，供热
面积达 10.6 亿平方米。今年以来，中国
华能已经累计完成民生供热量超 2.7 亿
吉焦，同比增长 4.2％。

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为央企做
好能源保供工作提供更多绿色支撑——

近日，中国石化全面启动今冬地热

供暖，超 1000 座换热站陆续投入运行，
可为北京、天津、陕西、河北等地超 110
万户居民提供清洁供暖，供暖能力总计
超 1.1亿平方米。

在胶东半岛，我国首个核能供热商
用工程“暖核一号”已正式启动第 6 个
供暖季。“本季供热面积增加约 50 万平
方米，合计近 1300 万平方米，预计供
出清洁热量 460 万吉焦，可节约原煤消
耗 41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76 万吨。”国
家电投集团“暖核一号”运行负责人郑
正表示。

据了解，迎峰度冬期间，三峡集团将
统筹保供、航运和下游供水等需求，通过
精益调度，“用好每一方水、发好每一度
电”，精心安排好机组检修，确保顶峰发
电能力，发挥好水电调峰能力。

当前，随着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
积极推进，数智化技术正成为保障能源
生产供应的重要助力。

在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华能伊敏露
天矿调度中心的屏幕上，不同颜色的线
条勾勒出一辆辆无人驾驶电动矿卡的行
驶轨迹，系统正实时收集分析电量、载

重、时速等各项数据。
“我们定制化研发的纯电动无人

矿卡可以适应风沙雨雪等恶劣天气，
自主完成采、运、编组等常态化作业，
让能源保供更有底气。”华能伊敏煤电
有限责任公司伊敏露天矿副矿长赵耀
忠告诉记者。

在日前的专题会上，国务院国资
委提出，各相关中央企业要加强隐患
排查，做好暴雪、冻雨等极端天气应急
预案，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在山东寿光，为保障供暖企业冬
季用电无忧，当地供电公司提前谋划，
为供暖企业制定了详细的用电设备

“体检”计划，对存在用电隐患的设备
提出整改意见。

“我们为供暖企业开辟了绿色通
道，简化业务流程，最大限度满足供暖
企业用电需求。”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寿光市供电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企
业还将不断完善供电保障应急预案，
做好应急队伍、物资、车辆准备，牢牢
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新华社北京11月 21日电）

发力保暖保供发力保暖保供，，国资央企在行动国资央企在行动
新华社记者 王 希 戴小河

11 月 20 日，船舶
行驶在长江三峡西陵
峡湖北省宜昌市秭归
县 水 域（无 人 机 照
片）。

初冬时节，长江
三峡西陵峡两岸色彩
斑斓，好似一幅美丽
画卷。

新华社发
（郑家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