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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古代历史人物

元·推动重振钟山石窟的县官刘珍
安定（今子长）大普济禅院（今

称钟山石窟）自北宋治平四年
（1067）前后建立以来，经历代屡次
修葺，以其规模之宏大、造像之精
美，被列为陕北四大石窟之首。特
别是元代至元十年至二十五年
（1273—1288），安定县令刘珍邀安
塞柏家岩寺高僧龙泉禅师为大普
济禅院住持，历时十年，对其进行
了大规模的维修与扩建，古刹面貌
焕然一新，声名盛极一时。此虽禅
师与众檀那施主之力，但县令刘珍
的首倡推动之功亦不可埋没。

刘珍之名见于《安定县志》和
至元二十五年《重修大普济禅院碑
纪》，其生卒、出身与仕途履历不可
详考。大约至元十年左右出任安定
县令。“是时，即有安定县长官刘珍
并众檀那等致疏礼请而言曰：‘县侧
有村，村有精蓝，号曰普济，东观延
水，北靠葭芦，南视岐莲，西临剑
匣，中有万像，岩峦时有佛光示现，
足可以窫（yà）居者哉’。”虔诚所
至，龙泉禅师欣然应允。当时，普

济禅寺历经西夏、蒙古联军与金军
的战争浩劫，“殿堂灰烬，基址倾
赢，瓦砾堆陵，垣墙腐塌，荆棘茂
盛，草木葳蕤，僧行无迹，狐狸有
踪”。面对这种破败景象，龙泉“公
乃身心汹涌，意识清濡，所以纠集
洪恽檀那，昼夜殷勤，兴心修葺”。
经与会首洪恽和僧众百姓多方集
资，历时十年，不但恢复寺院旧日
景象，还创建了钟楼、鼓楼、藏经
阁、庑殿、山门等。“经营十寒暑，而
庑殿山门巍然并立，立钟鼓之礼，
庋经之室，香积之厨，华灯幡幢，种
种修饰，遂为陕西名刹。”此后，龙
泉禅师长期住持大普济禅院，广授
门徒，成为延绥一带僧侣师祖。其
徒子徒孙遍布陕北，覆盖关中、晋
北、豫西。普济寺也成为陕北地区
佛教禅宗中心禅院，盛极一时。

龙泉禅师，俗姓李，金末元初
时人。其先祖为党项族拓跋李氏
支系，世代戍守延绥边塞，他“幼习
儒学，长充武戟”，也曾为官为将。
忽必烈中统年间（1260—1263），曾

随蒙古大军参加对南宋的战争，亲
历战争的残酷杀戮而幡然悔悟，后
脱离军伍，拜安塞县柏家岩寺韦公
和尚为师，深悟禅机，深受师父赞
赏。住持大普济禅院后，力图恢
复，终成一番功业，遂刊石树碑，铭
记首倡者刘珍与同僚以及百余名
僧侣、檀那信士功德主姓名，是研
究陕北佛教发展史的实物资料。

同时，碑铭不经意间还透漏了
元代州县地方军政机构设置情况
的翔实信息。文中题名的州县官
员，除了太守、县令、县尹之外，还
有实际掌控地方各级政权的达鲁
花赤；僚属官吏有负责屯田狩猎事
务的打捕鹰房提领；掌管缉捕匪盗
的衙役头目捕盗官；负责茶场、钞
务的两务提领；协助管理军户的诸
军奥鲁；分理劝农的屯田次官；专
职盐务的盐司提举，以及文吏、典
吏、司吏、吏目、库使；管理陕西、山
西流民的失散民户提领；管理战俘
和私家奴隶的投下长官；领军万户
所、千户所；分掌各种事务的管军

弹压、征行弹压等；负责学馆的教职
学录、教谕；还有州府县衙门六房的
吏目。管理各项社会事务的官吏有
乐人提控、医公管勾、匠人所大使；
州县佛教系统僧官有路府一级的僧
录司都僧录、县级的都纲司都纲以
及寺院住持、监院、都维那。乡村里
社组织乡官有乡长、里长、社长。如
此等等，对研究元代地方各级政权
机构设置和社会生活，均有重要参
考价值。因果相较，刘珍推动重振
大普济禅寺之举，所产生的各方面
附带价值，虽是他始料所不及，这正
是我们说他功不可没之所由。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
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

新华社台北1月18日电（记者 陈
君 谈昦玄）“2025‘年’在一起两岸春联
年画漫画展”18日在台北“江山如此多
娇”艺术馆开幕，共展出 50位台湾艺术
家、10位大陆艺术家的150余幅作品。

其中，既有两岸艺术家撰写的春联，
还有台湾中华漫画家协会艺术家以生肖

“蛇”为主题专门创作的漫画，更有主办
方精选的明清时期传统年画。

主办方表示，展览紧扣“‘年’在一起
庆新春”主题，把两岸艺术家、春联漫画
年画、传统与现代都“粘”在一起交相辉
映，成为一次别具一格的中国年文化大
展示。

今年春节是“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后的第一个春节，对“蛇年”的祝愿、对两
岸和平发展的期冀成为艺术家们创作的
一个共同主题。

“龙腾丰稔岁 蛇舞吉庆年”“小龙纳
百福 新岁展鸿图”“中华四海迎新岁 大
汉千秋福寿春”“炎黄子孙不忘本 两岸
兄弟一家亲”……两岸书法家写就的春
联充分表达了对两岸同胞共创荣耀的深
切期待。

台湾中华文创发展促进会理事长王
正典致辞时说，春联有着悠久的历史，为
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习俗，去年在台北
举办了首届两岸艺术家春联展，取得圆
满成功。希望这一展览越办越好，让中
华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习俗继续发扬光
大。

展览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展览入口
设计成喜气庄重的中国传统大红宫门，展场内的大红春联喜
气洋洋。前来参观的台北市民欣赏拍照并纷纷表示，一入场
就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很多作品让人眼前一亮。

本次展览由台湾中华文创发展促进会、“江山如此多娇”
艺术馆和台湾汉纸科技有限公司主办，台湾“中国书法艺术基
金会”、中华漫画家协会、澹庐书会等艺术团体协办。展览将
持续至2月16日。

17日晚，在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举办的华侨华人春
节招待会上，一黄一红两只“狮子”闪亮登场，时而威风凛
凛，时而俏皮可爱，将现场气氛渲染得热闹非常。

舞狮节目的表演者是 4位斯洛伐克武术爱好者，其中
一对是因中国武术而结缘的夫妇：达莎·特科娃和她的丈
夫扬·特科。只见夫妇两人在场上齐心协力舞动一只黄
狮，腾挪跳跃活泼灵动，与同伴舞动的红狮配合，还不时与
现场小朋友互动，演到精彩处，赢得阵阵掌声。

达莎告诉记者，这已是她和同伴们第三次参加中国驻
斯洛伐克大使馆举办的迎新春活动。她很荣幸能在中国
春节来临之际，通过舞狮的方式为斯洛伐克华侨华人迎新
春助兴。

达莎说，刚开始表演时，她还有点不自信，担心都是
“行家”的观众们不认可，但听到掌声后她心里就踏实多
了。

达莎是一名会计。她说，自己从小喜欢武术，14年前认
识了来自中国的武术老师，并开始跟着他学习。她和丈夫
就是因为跟随同一位老师习武而相识、相知并最终结为伴
侣。后来，她接触到了舞狮，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开始学习
相关技艺。

舞狮对体力的要求不小，好在练习武术打下的基础让
达莎可以胜任。虽然练习过程很辛苦，但她乐在其中。中
国舞狮的独特文化让她深深着迷，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
解也逐渐增多。在原先的舞狮同伴因故退出后，她就动员
丈夫与她一同舞狮。

演出结束后，达莎脱下表演服、换上了大红色毛衣，与
现场的中国结、红灯笼相互映衬。她说，春节是中国人最
重要的节日，中国人过节要吃饺子、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所
以她特意选了这件红毛衣。

达莎说，很多斯洛伐克人喜欢中华传统文化，只要条
件允许，她今后会一直坚持学习武术和舞狮。

“洋夫妇”舞狮助兴迎新春
新华社记者 王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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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2024年前三季度，延安市一产增

加值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增长3.6%和7.7%，排名陕西省第一和
第二位。

回延安，为惦念

见到“树痴”张莲莲时，73岁的她
感冒刚好，但精神头一点儿不减，浓浓
的乡音铿锵有力。

2018年，我们记录下“用坏了一
百多把锄头，穿坏了三百多双鞋”的张
莲莲，立志“要把苍凉荒山变成葱茏林
海”的感人故事。

七年后，她依然三句话不离种
树。“这几年身体不好，我种得少了，把
锄头交给了儿子儿媳，他们比我种得
好。”张莲莲说，“栽树的事，不能停、停
不下！”

顺着山路，驱车而上，夕阳下的山
林闪着一层层金光。张莲莲的儿媳李
红卫领着我们来到林中的农家小院，
院墙外的“家训”格外引人瞩目：植树
造林一定会过上好光景！

“光景确实越来越好，我们一边种
树，一边搞林下养殖，6000多只散养
的‘跑山鸡’过年可不够卖！”李红卫带
我们边走边聊。

绿树无言，青山为证。一棵接着
一棵，一代接着一代，延安越来越绿、
越来越美。

统计显示，延安已累计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1.78万平方公里，完成退耕还林
1077万亩，建成各类淤地坝超 1.16万
座，全市多年平均入黄泥沙量由原来的
每年2.58亿吨下降到0.31亿吨。

延安的“生态储蓄”还卖上了钱！
2024年，宝塔区薛张小流域完成陕西

首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成功转让
15.1 万吨碳汇减排量，交易金额达
543.6万元。

回延安，畅梦想

热热的炕头上，暖暖的炉火旁，话
话越拉越亲，梦想越聊越有劲。

苹果是延安的农业主导产业。这
些年，随着延安苹果的品种选育加快
推动，189条苹果智能选果线和 170.1
万吨果品冷气库的陆续建成，延安苹
果的产业链条日益完善、销售持续走
俏。这也激发出不少果农的新思路。

安塞区南沟村，69岁的赵永东狠
下决心，要把自家20亩老果树连根挖
掉、换成新品种，“婆姨开始不同意，说
一把年纪了还折腾啥。我拽着她外出
考察了一回，看到效益不错，终于松了
口，过完年我就开干”。

洛川县南贺苏村，38岁的张师刚一边
埋头钻研种苹果技术，一边搞起了直播授
课，“苹果收成好，咱信心更足了，我得把
果树修剪技术教给更多人”。

说不完的梦想，讲不完的奋斗，这是
乡村拔节生长的动力，也凝结着革命老区
的精气神。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不竭的动力，激励
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延安已开展
吴起、南泥湾等 7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和黄龙县三岔镇、宝塔区甘谷驿镇等10个
国家（省级）农业产业强镇创建。“果树认
养”等新型农业产业模式蓬勃发展，正在
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态势。

离开时，纷纷扬扬的大雪洒向厚重
的黄土高原。皑皑白雪的映衬下，延安
南泥湾一处广场上“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八个红色大字更为遒劲醒目。

延安，延安！

要留清气满乾坤
（上接第一版）
彰显人民立场，强调“一切国家机

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
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好作风，就是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

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党员干部饱满的精神状态、过硬的
工作作风，是攻坚克难的重要保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
广、触及利益深、攻坚难度大，对各级
党组织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改革、
广泛凝聚力量、推动改革落实，对广大
党员、干部精神状态、思想观念、素质
能力、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保持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
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
党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
事成。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
以优良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把中
国式现代化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以上率下 彰显共产党人鲜
明政治本色

2024年 2月 1日，北方小年前一
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市遭受洪
涝灾害地区走访慰问受灾群众，汽车
沿着冰封的子牙河，驶入西青区第六
埠村。

“还有什么需要党和政府关心帮
扶的事？”“老百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事情，一定要办好。”总书记同村民一
笔一笔算灾情损失和灾后生产发展、
就业增收账。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身影总
在人民之中。

考察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
民主村社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
生为大”；来到青海省西宁市，第一站
走进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叮嘱“让孩子
们吃得营养健康”；在甘肃省天水市花
牛苹果基地，听取甘肃引洮供水工程
情况汇报，指出“要多抓这样造福人民
的工程”……

扎根人民，汲取智慧。
“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制定重要

文件，都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
见，这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和优良传
统。”2024年5月23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企业和
专家座谈会，就如何擘画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听取意见，作出
战略指引。

赴地方考察调研，为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把脉定向；围绕新时代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全面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
召开座谈会，为重大战略落实指明路
径；到城乡社区调研，现场对持续深化
为基层减负工作给予精准指导……

重视调研、深入调研，习近平总书
记以“调研开路”，寻求规律、把握全
局、解决问题。

对有关方案严格把关，一再要求
到地方考察少扰民，考察点减少现场
检查，严格杜绝装修布置、增添设备、
改变环境等；

考察调研控制随行工作人员数
量，按规定缴纳差旅费用；

出访活动中严格执行外事规定；
……
轻车简从、勤俭节约，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习近平总书记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带动全党上下坚定以优良作风
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信心决心。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
祥、李希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
的重要指示要求，严于律己、身体力
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在改进调查研究方面，中央政治局
同志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
新和产业发展等进行考察调研，有的放
矢、直面问题，注重以改革创新精神研
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

在精简会议活动方面，注重从源
头控制重大会议活动总量，能合并召
开的合并召开，对非必要的临时性会
议、赴京外开会严格把关。严控中央
会议活动会期、规模、规格。杜绝层层
陪会、减少全程参会。

在精简文件简报方面，推动中央法
规文件改进文风，落实“短实新”要求，
避免超规格发文，把好为基层减负关。

在规范出访活动方面，严格执行
出访天数、团组规模、住宿餐饮等方面
要求；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在外乘
车一切从简。

在改进新闻报道方面，对报道的
主题主线、刊播时间、篇幅时长严格把
关，进一步突出新闻价值、社会效果。

在改进警卫工作方面，坚持有利

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
在厉行勤俭节约方面，坚决落实

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进一
步压减中央本级“三公”经费预算。

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不打折扣、不做变通，以
实际行动为全党树标杆、作表率。

筑牢堤坝 以优良作风奋进
新征程

2025年元旦假期来临前，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7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点名道
姓、直指病灶，起到了极强震慑作用。

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

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
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坚定性，狠抓作风建
设，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以优
良作风为奋进新征程保驾护航。

筑牢根基，以自觉从严的党纪约
束确保优良作风一以贯之——

舞台之上，青年学子手持白莲翩
跹起舞，移步换景间，以莲蕴“廉”，以
莲颂“廉”……

2024年 12月 12日下午，在中国
传媒大学举行的 2024年北京高校廉
洁文化建设成果展演上，原创舞剧
《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近2个
小时的展演中，多所高校师生以戏曲、
话剧、朗诵、思政微课堂等形式，献上
了一场“廉”声嘹亮的视听盛宴。

这是各地区各部门推进党纪学习
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以多种形式推动
纪律教育、廉洁文化入脑入心的一个
缩影。

从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
相结合，把纪律教育融入党员、干部日
常教育管理监督；到聚焦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深入查找权力运行风险
点、监督管理空白点，制定防范举措；再
到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对照典型案例自检自省自律……

各地区各部门总结运用党纪学习
教育好经验好做法，坚持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把增强党性、严守纪律、砥砺作
风贯通起来，推动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持
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突出重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纠治“四风”顽疾——

“以前孩子不愿意在学校吃饭，现
在校园餐品种多、味道好，孩子主动要
求在学校吃饭。”这是河南省潢川县实

验中学一位家长的真实感受。
潢川县纪委监委紧盯“校园餐”违纪

违法问题严肃查处，同时还以点带面对全
县 154所学校逐个排查，发现并督促整改
相关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过去一年间，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开展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围绕中小学“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医药领域腐败等开展专项整治，推动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与此同时，各地区各部门采取有力措
施纠治形式隐蔽、巧立名目的“新形象工
程”问题，整治违规吃喝问题，遏制铺张浪
费、沉迷“带彩”打牌等不良现象。

数据显示，2024年 1月至 12月，全国
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2.5
万余起，以强力震慑狠刹歪风邪气。

建章立制，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把
严格制度执行转化为作风建设成效——

省委办公厅印发《云南省党政机关国
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提出公务接待规
范，加强对公务接待行为监督；各地纪委
监委压实各单位主体责任，督促严格执行
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

在云南，各相关部门针对各种制度漏
洞、监管盲区，积极推动建章立制，不断健
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关
于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落实
机关党建主体责任的意见》《党政机关国
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进一步规范管
理、压实责任。

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办公
用房管理相关制度制定出台，中央企业业
务招待信息公开、公务接待统一公函等制
度建立完善，中管金融企业进一步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举措更加细化……

一项项制度环环相扣、一条条规章落
细落实，坚持纠树并举、标本兼治，各地区
各部门以制度建设不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
化长效化，提升作风建设治理效能，让求真
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不断充盈。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这是人民群众
发自内心的赞誉。

2024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4.9%
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
实成效表示肯定。八项规定这张“金色名
片”，越擦越亮。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应
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必须以优良
作风提供坚实保障。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党上下惕厉自省、慎终如始，
驰而不息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必将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