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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近日，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
局枣园派出所的荣誉墙上又添
了一份荣誉，该所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公安楷模”称号。榜样在
前，我们当追随榜样足迹，追寻
榜样力量，自觉校准榜样坐标，
主动担当作为，始终以奋斗之姿
奔赴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上世纪，枣园派出所曾为
保卫党中央安全和维护社会治
安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新时
代，该所民警牢记初心使命、传
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延安精
神，深入挖掘“枣园灯光”的时
代内涵，先后获得各类荣誉称
号 20 余项。一份份沉甸甸的
荣誉，是对枣园派出所民警坚
定历久弥坚的忠诚信仰和始终
葆有挺膺担当的赤子情怀的褒
奖，也是他们践行“把服务当主
责，视群众为亲人，为百姓办实
事”使命的真实映照。

榜样在前，力量在肩。在
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奔向美
丽延安幸福新图景的征程中，
榜样精神如号角，激荡着延安
儿女奋进的脚步。从四十年如

一日坚持植树造林、让荒山披上
绿装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
莲莲，到奉献油田的大山“铁娘
子”、全国劳动模范许彩芸，从苦
练技术本领、在各种急难险重任
务冲锋在前的“时代楷模”宝塔
消防救援站，再到年复一年恪守
担当、服务人民的全国“公安楷
模”枣园派出所，这些榜样是对
奋勇前行者的肯定和赞誉，也是
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鞭策
和激励。我们除了致敬榜样，
还要学习榜样，更要努力成为
榜样。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
起而行之、勇挑重担，积极投身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延安新篇章
的火热实践中，将延安精神传
承下去，让担当和奉献精神焕
发荣光。

生逢其时，新时代属于奋
斗者。一个个榜样如一道道星
光，照亮赶路人前行的道路。
我们当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破
浪前行的奔跑姿态，把奋斗当
作人生的底色，在平凡的岗位
上展现出新时代的新担当、新
作为、新风采。

榜样在前 力量在肩
李瑞 赵秉瑜

奋进 强国路
阔步 新征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
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
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今年以来，我市农村供水保障
以全力构建功能完备的工程设施
体系为基础，以健全完善规范高效
的运行管护机制为保障，持续筑牢
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全面管控
的水质安全网络，系统提升农村供
水保障能力，让甘甜的“放心水”流
进千家万户。

来到宝塔区孙台水库，碧绿的
湖面犹如镶嵌在山间的明镜。在
水库下游的蟠龙供水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正在对水质进行日常检
测。蟠龙供水有限公司以孙台水
库为水源，承担着宝塔区蟠龙镇、
青化砭镇居民饮水及周边企业生
产用水任务，日供水能力 3000立
方米。随着检验检测能力的提升，

公司还承担了宝塔区水源水质的
监测、化验和保护重任。

据公司副经理左恩攀介绍，
蟠龙供水有限公司供水人口达
2.26万人，每天要对出厂水进行 2
次“日检 9项”，每月要对出厂水、
末梢水检测“73项”，对水源水检
测“24 项”，合格率均为 100%。
2019年之前，公司检测能力仅有
21项，经过这几年的持续发展，检
测能力大幅提升，现可检测生活
饮用水 90项、地下水 90项、地表
水 38项、污水 36项，完全满足农
村饮用水水质检测要求。

蟠龙镇蟠龙村村民用的就是
孙台水库的水。村民刘永燕说：“孙
台水库的水质好，我们日常洗菜、做
饭、饮用的水都来自水库，水垢少、
烧饭香。供水公司服务做得也细，
平常基本不会停水，工作人员定时
到村上开展农村饮用水水质巡检
工作，大家用得安全放心。”

作为水源地的孙台水库，总库
容 1795万立方米，是一座以供水
为主，结合防洪、灌溉等综合利用
的Ⅲ等中型水库。2023年 2月水
利部对现场进行了核查，水库被评
为“三类坝”，今年 5月份，库区启
动了除险加固工程。

“孙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主要

包含 6个方面，分别是大坝加固处
理、新建溢洪道、大坝右岸滑坡体处
理、泄洪洞前淤泥清理、管理用房维
修和工程检测信息平台建设。”宝塔
区孙台水库管理处主任景瑞平说，孙
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建设，将显著
提升水库供水能力，消除水库泄洪等
安全隐患，对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发
展，保护和改善区域防洪安全发挥积
极作用。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具有
显著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
能够有力有效减少农村涉水性疾
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提升农民生
活品质，促进美丽乡村建设；提高农
村供水保证率，增强抗旱防灾能力；
解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增
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近年来，我国在解决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供水工程 563万
处，服务农村人口8.7亿人；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达90%，规模化供水工程覆
盖农村人口比例达60%。

我市吴起县近年来针对农村饮
水安全，持续加强规划设计和县域
统管，强化投入保障和动态监测，农
村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
保证率 4项评价指标逐年提升。全
县建设集中供水工程 112 处 5947

户、分散式单户水井 5593 个，建设
水窖 4176 个，解决了全县 3.6 万余
名农村群众安全饮水问题。

走进吴起县吴起街道张坪村王
佐金家的院子，打开水龙头，清澈的
自来水倾泻而出。看着汩汩而出的
干净水流，王佐金老两口不由地感
慨过往吃不上水的日子真熬煎。

“过去吃水就靠人去底沟里的井
子里一担一担往回担，一家子要是没
有好力气，吃水就成问题。”王佐金
说。

老伴儿高德英帮腔，年轻的时候
劳动多，早上上山背籽扛粪，山里劳
动一天回来还要下沟里担水，实实在
在熬人。“现在好了，自来水直接接到
灶台旁、院子里，吃水浇园方便得
很。”高德英说。

吴起县水利工作队队长刘常清
说，2024年，吴起县根据县情实际，筹
集新建和提升改造资金 695万元，完
成了新建集中供水工程 4处、提升改
造维修 10处，极大改善了全县农村
群众用水现状。

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目前，我
市共有农村供水工程 6065处，供水
总人口163.43万人，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90%、规模化供水率23%。全市
共有集中式供水工程 3964处，覆盖
人口147.73万人。

让“放心水”流进千家万户
记者 刘彦 黄建斌 刘钢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

哈萨克文、朝鲜文等 5种民族文字版，已由中国民族
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
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单行本5种民族文字版出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新时代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
示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
工程、战略工程。20年来，工程始
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出了一大
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学习研究宣
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要
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
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
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
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
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
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
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工作会议 11月 29日在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地位
和作用，明确了坚持守正创新推进
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
要求，提出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殷切希
望，为新时代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
要遵循。

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习近平总书
记围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
答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性、根本性问题，系统阐明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方向目标、
基本原则、根本任务、重点工作。我
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通学
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

蔡奇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把学习研究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提升学习教
育针对性实效性，深化体系化学理
化研究阐释，增强宣传普及吸引力
感染力。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研究，深入回答中国具体实际问题，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
内涵和时代价值，不断加强对“两个
结合”的研究和把握，持续激发理论

创造活力。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
引领，适应时代要求，立足中国实际，
系统提炼总结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
论，推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
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制度机
制，强化激励保障，营造良好学术生
态，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管理科学、激
励创新的工作格局。

李书磊主持会议。谌贻琴出席
会议。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
科院负责同志，工程咨询委员代表，
理论工作平台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
作交流发言。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工程主管单位、中央宣传文
化单位、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
志，部分工程咨询委员和专家学者，
地方党委宣传部、中管高校主要负责
同志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蔡奇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刘彦） 11月29
日，记者从延安海关获悉，今年1至
10月，延安进出口总值17.97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35.1%，高出全省
21.3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二
位。其中，出口 1.4 亿元，增长
51.3%；进口16.5亿元，增长33.8%。

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 16.8亿
元，同比增长26.5%，占全市进出口
总值的93.5%。

国有企业进出口16.5亿元，同比

增长 34%，占延安进出口总值的
91.8%，其中出口27万元，同比增长
41.1%，进口 16.5 亿元，同比增长
34%；民营企业进出口1.5亿元，同比
增长48.4%，其中出口1.4亿元，同比
增长51.5%，进口607万元，同比增长
0.3%；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30万元。

延安对俄罗斯进出口9.9亿元，
占延安进出口总值的 55.1%；对阿
联酋进出口4.7亿元，增长367.1倍；
对美国进出口 1.7亿元，增长 13.5

倍；对越南进出口 6584万元，增长
6.4倍；对泰国进出口 3360万元，增
长 78倍；对新加坡进出口 1513万
元，去年同期无；对韩国进出口
1354万元，增长 28倍。同期，延安
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6.1亿元，增长23.7%。

石油原油进口 16.1亿元，同比
增长 31.3%，占全市进口总值的
97.6%。机电产品进口278万元，出
口 3840万元，其中，智能手机出口

852万元，去年同期无。塑料制品出
口497万元；陶瓷产品出口436万元，
同比增长57.2%。

农产品出口 6182万元，增长 5.4
倍，主要包括鲜苹果出口 1394万元，
增长 22.9倍；苹果干出口 66万元，同
比增长 48.4%；苹果汁出口 281万元，
同比增长 23.8%。榴莲、山竹等水果
进口3692万元，去年同期无。

此外，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3734万元，同比增长22.2%。

前十月延安进出口总值17.97亿元
增速居全省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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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过后，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
村寒意渐浓。这个位于黄土高原上的小村落，
不仅有驰名中外的安塞腰鼓，如今还有特色产
业——苹果种植业。

南沟村不是一个有名的地方，是陕北最为典
型的“拐沟村”，共有 7个村民小组，345户 1009
人。过去村上流传一句话：“南沟村有‘三难’，出
行难、娶媳妇难、村干部干事难。”党的十八大以
来，南沟村按照生态优先、农旅融合、绿色发展的
工作思路，采取“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合作经营、
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深入推进“三
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全村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4年的 4653元增
长到 2023年的 21500元，村集体经济由 0收入增
长到2023年的63万元。

“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2022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沟村考察时强调，“把富
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乡亲们注入了
强大信心，日子一天天变得红红火火。

“红苹果”变成“金果果”

“我和老汉种了一辈子苹果，靠着这11亩苹果，
我们把3个孩子拉扯大，可以说，没有苹果就没有我
们家的今天。”暖和的屋子里，61岁的南沟村果农高
海玲笑着说，她家今年毛收入有13万多元。

“穷则思变，2015年，我们探索推行‘支部+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深入推进‘三
变’改革，才让我们村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南
沟村党支部书记张润生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三变”改革完成后，南沟村村合作社与延
安惠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成矮化密植示
范果园。这里不仅栽种了“秦脆”“瑞雪”“烟富
10”等苹果新品种，还引进了新技术，建设了可视
化追溯、气象观测、土壤营养速测等大数据平台，
打造出了集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为一体的“三化”智慧果园。

“新品种果树管理方便，产量高，不愁卖。今年，我打算更换10亩矮
化新品种，看看效果。”果农姬红林高兴地说，如果收益可观，他计划把家
里的70亩老果园逐步换新。

随着苹果产业的壮大，南沟村文旅产业也快速发展了起来。“近年
来，依托景区内的花样迷宫、沙地摩托车等一批旅游项目，2023年南沟村
共接待游客 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3000万元以上。”延安惠民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魏艳说。

“巧婆姨”剪出好生活

安塞，是中国著名的剪纸之乡。走进南沟村余琴剪纸工作室里，一
群“巧婆姨”正坐在一起创作剪纸作品。一叠红纸，一把剪刀，只见她们
巧手“舞动”间，一幅幅惟妙惟肖的花鸟虫草、飞禽走兽剪纸作品便跃然
纸上。

“锄草、喂猪、推磨，还有跳火、唱歌，无论是劳动场景还是陕北民俗
风情，我的剪纸作品里都有体现，对于我们安塞的妇女来说，剪纸不仅是
闲暇时的消遣，更是为了追忆黄土地人民的生活。”56岁的南沟村村民、
安塞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余琴告诉记者，安塞剪纸非遗传承主要
依靠“活态传承”，所以，“人”是代代相传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了传承
人，活态文化会立即中断。

目前，以李福爱、余泽玲、余琴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一代安塞剪纸传
承人的年龄大概在 40~60岁之间，她们这个群体成了非遗传承的主力。
余琴说：“南沟是我的‘根’，这几年村上发展很快，2017年我在这儿开办
了剪纸工作室。一来自己能在这片黄土地上找到灵感，创作出更多优质
作品；二来南沟乡村旅游发展快，我能在这儿教徒弟、带学生，‘只传自家
人’的传统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就想培养更多‘接班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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