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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

编》一书日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

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论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收录了习近平同

志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该书日文版和此

前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阿文

版，（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日文版出版发行

甘孜日报讯 12 月 26 日，由州人

民检察院主办、州人民检察院机关党

委承办，州人民检察院机关工会、各县

（市）人民检察院、州传媒中心共同承

办的“我的中国心·赤诚检察魂”检察

文化暨法治宣传展播活动在州传媒中

心文艺演播大厅盛大举行。州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舒大春，州委常

委、宣传部长袁明光，州领导曾关和、

曲梅、徐家雄受邀参加活动。州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胡邦勇为活动

致辞。

本次活动旨在激发全州检察干警

活力、增强凝聚力、鼓舞干劲，充分展

现全州检察人员的精神风貌、彰显检

察机关良好形象。

展播活动在热情洋溢的开场舞蹈

《巴塘弦子》、《乡城丰收舞》中拉开序

幕。明快的节奏、激昂的舞姿，瞬间点

燃了现场的气氛。整场活动共分为《山

河壮美》、《检徽闪耀》、《使命担当》、

《不忘初心》四个篇章，这台由全州检

察系统 18 支队伍自编自导自演的文

艺盛宴，用走秀、舞蹈、声乐、小品、情

景剧、快板、乐器、擒敌拳等形式，或是

唱跳出检察干警对祖国的热爱、或是

以幽默风趣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表

达出甘孜检察队伍忠诚履职、守护正

义的良好精神风貌。

晚会现场还在大屏穿插了法治宣

传视频展播，通过真实案例，向大众普

及法律知识，提升法治意识。

此次晚会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

更是甘孜州检察机关法治宣传的创

新举措。拉近了检察工作与群众的距

离，增强了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理解与

支持。未来，甘孜州检察机关将继续

开展此类活动，为法治社会建设贡献

力量。

全媒体记者 黄微 谢倩

闪耀法治之光 激荡奋进力量
我州检察机关举行“我的中国心·赤诚检察魂”检察文化暨法治宣传展播活动

甘孜日报讯 12月29日上午，随着

象征首台机组正式投产的启动按钮被按

下，国内隧洞直径最大的引水式电站

——大渡河硬梁包水电站首批机组在我

州泸定县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渡河

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进一步加速推进，为

全国能源电力保障再添绿色动力。

大渡河硬梁包水电站是国家“十三

五”规划常规水电重点项目和四川省“十

四五”能源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为大渡河

干流梯级调整规划的第14级电站，电站

总装机容量 111.6 万千瓦，采用低闸长

引水开发方式，共安装4台27万千瓦机

组和1台3.6万千瓦生态机组。

“电站全面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

能源超51.8亿千瓦时，可满足215万户

家庭一年正常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

准煤 155.4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07.1万吨，将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保障能源供应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下转第四版）

国内隧洞直径最大的引水式电站
大渡河硬梁包水电站投产

图为硬梁包水电站首部枢纽闸坝。

中 省 媒 体 看 甘 孜

挖掘机轰鸣，搅拌车旋转，湿

喷机械臂等大型机械设备高速运

转，各方铆足干劲有序作业。为了

实现国道662线石棉县城至王岗坪

乡段在明年春节期间顺利完成双

向贯通的目标，在新建的跃进隧道

内，工人们加紧施工。据项目负责

人介绍，现阶段项目路基工程完成

了 96%，正在进行年末冲刺，预计

明年建成通车。

正在冲刺的还有省道434线康

定至金光段，目前已完成98%，胜利

在望。工人们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

加紧施工，力争在年末完成任务。

如火如荼的建设现场，让高原

严寒的冬季“热起来”，跃动着蓬勃

的活力。

国道662线大渡河大桥至石棉

县城段和省道 434 线康定至金光

段，都是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从石棉

到泸定，从泸定到康定，项目完工

后，将极大提高三地之间往来的便

利性。

2022 年 9 月 5 日，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多条道路受损。为全力

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

搭建生产生活通道网络，甘孜州交

通和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甘孜州交城投集团”）抽

调精兵强将，负责海螺沟景区道路

灾后恢复重建工程、省道 434 康定

至金光段灾后重建项目、海螺沟一

般农村公路灾后恢复重建工程、省

道217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国道622

（原省道217）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两年多来，建设者克服困难，多

点交叉作业、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以

赴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

凝心聚力、攻坚克难

以精品工程促进高质量建设

日前，甘孜州海螺沟景区举行

冰川挑战赛，52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越野跑爱好者体验“百里冰川画廊·

温泉康养福地”的气象万千。

一年前，海螺沟景区道路（磨西

至三号营地路段）正式通车，景区同

步对外开放。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工，11 月底

完工，12月12日通车，全长约29公

里。不到一年时间，建设者就让这条

受损的景区道路焕发新生。

作为“9·5”泸定地震后首个启

动、首个完工的重大交通类灾后重

建项目，海螺沟景区道路灾后恢复

重建工程时间紧、任务重。

重建，就是要以精品工程促进高

质量建设。甘孜州交城投集团充分发

扬“两路”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

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在保质保量的

前提下，更着力提升重建新理念，大

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打造灾后重建新

示范，积极推进海螺沟景区道路灾后

恢复重建项目创建精品工程。

建设者采用先进勘察测绘技

术，综合应用无人机勘测、低空倾斜

摄影、激光雷达等多种勘测手段，快

速获取种类丰富、内容精细、直观生

动的勘测数字信息和实景三维模

型，利用地理信息空间技术，集成全

线地灾及抢险信息，从三维视角辅

助判断安全隐患，为全面调查、分析

评估震后地质灾害危害性提供坚实

的基础数据。

建设中，推行全生命周期成本

的系统设计，充分考虑可施工、可维

护、可改造。特殊桥梁推广使用钢结

构，其抗震性能强、装配化程度高、

安装快速、低碳环保，有效减少高碳

排放材料的用量。原水泥混凝土路

面采用共振碎石化技术，变废为宝

作为新建路面的垫层结构，实现水

泥路面材料100%循环利用。

在景区里，道路的“颜值”也有

很高要求。针对特殊路基、大型支挡

防护，建设者精心制定坡面绿化工

法，合理应用植物掩饰、植生袋、挂

网喷土植生、预制块内植生等多种

种植形式，将路基边坡恢复成为融

入景区的自然风景。精细确定挡墙

饰面方法，采用清水砼、浆砌片卵

石、宾格石笼、镶嵌卵石等朴实自然

的饰面工艺，特殊地段高大墙面采

用浮雕饰面，融入民族特色，形成了

如今的美丽新路。

科学统筹、精准施策

推进项目安全、快速、高效完成

今年 7 月，经过一年的不懈努

力，省道 217 线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泸定境）顺利完工。据悉，该项目路

段为“9·5”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的国省干道之一，起于泸定县冷碛

镇甘谷地，止于国道662线王岗坪，

全线总长 39.554 公里。自 2023 年 7

月开工以来，甘孜州交城投集团上

下一心，艰苦奋斗，坚持快干抢干，

克服诸多难题。

（下转第四版）

年末加紧冲刺甘孜多条国省干线“上新”
◎陈风

12月30日，我州2024年重点项

目建设完美收官，泸定硬梁包水电站

投产，为我州固定资产投资写下浓墨

重彩一笔。

近日，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成绩单

出炉，我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5%，增速分别高于全国6.2个百分

点和全省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跃居全省第一。

今年以来，我州盯牢固定资产投

资全年目标任务，压实责任主体,明确

重点工作、措施办法, 强化每周调度

分析，做好月（季）度统计分析，围绕投

资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题分析、

跟踪督导，确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序

时进度。

在工作中，统计局、发改委、住建

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加强沟通联系，

及时召开部门协调会，跟踪开工未入

库项目情况，确保项目尽快入库入统。

实现新开工项目入库 660 个，增长

15.4%，项目总投资694.47亿元，增长

10.6%。

狠抓孟底沟电站、硬梁包电站、

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康定至新都桥

高速公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的支撑作

用，截至目前，在库有投资进度项目

1219个，同比增加54个，完成投资同

比增长9.5%，高于全年目标任务2.5

个百分点，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3.9%。

甘孜州统计局供稿

我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省第一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深冬时节，记者走进甘孜藏族

自治州丹巴县，镜头下的山河，银装

素裹。

从近万米高空俯瞰，会发现大

渡河等五条河以丹巴县城为中心，

形成“漩涡状旋钮构造”。县城为“花

心”，山脉做“花瓣”，丹巴如“梅花”

绽放。

站在县城中心眺望：远处，是丹

巴人世代仰望的墨尔多山，也是嘉

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脚下，是大渡

河的起点，横断山脉间的几条河流

在此汇聚。

巍峨的墨尔多山与奔涌的大渡

河，孕育了丹巴美，养育了丹巴人。

“丹巴儿女牢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持之以恒发展文旅产业，

如今，全县70%以上的群众因旅游产

业受益。”丹巴县委书记黄杰说，丹巴

5万人口，创造出44亿元旅游综合收

入，通过文旅产业带动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以不负山河的使命感，走出了

一条兴县富民的康庄大道。

山与河的福泽

“丹巴境内的五条河，串联起丹

巴各具特色的美。”西华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钊，曾于

2016 年在丹巴县文旅广新局挂职

副局长，挂职结束后，他仍时常组织

专家到丹巴对民宿经营者等进行专

业培训。

“放眼世界，丹巴美景绝无仅

有，去了就忘不了。”说到此处，李钊

就着一张白纸，熟练地勾勒出牦牛

河、革什扎河、大金川河、小金川河，

以及由它们汇合而成的大渡河的轮

廓，并如数家珍般介绍着沿河美景：

“比如，最受游客欢迎的甲居藏寨、

中路藏寨和梭坡古碉群位于大小金

川河下游，《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中

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时，将‘丹巴

藏寨’列为首位，赞其‘构成一幅绝

妙的山寨画卷’。”

溯河之源，可知来处。

望山而行，可明去向。

生活在大渡河流域、仰望着墨

尔多山的丹巴人，比谁都更懂得“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01年，法国SPOT卫星拍下

丹巴县地形图，丹巴的“梅花”状地

貌惊艳世界。20多年来，丹巴在“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前提下，

深化“河谷蔬菜、半山粮果、高山畜

药”农业产业布局，推动农文旅融合

发展，去年，丹巴被生态环境部命名

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

每年，当丹巴“美人脆”苹果成

熟时，各地客商就会奔赴丹巴，选

果、验质、付定金，处处可见丰收的

景象。

“今年，‘美人脆’产量超200万

斤，产值超1200万元。”丹巴县农业

技术推广研究员刘新丽研究了一辈

子果蔬种植，她说：“丹巴县有大量

海拔2200米~2500米的山地，光照

时间长、降雨少、温差大、生态好，是

难得的苹果优产区，‘美人脆’糖度

高、果味浓、口感脆、果形美、耐储

藏，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丹巴现有以‘美人脆’为主导

的种植基地 38 个，覆盖 10 个乡镇

40 余个村。”丹巴县农牧农村科技

局产业股股长陈斌介绍，丹巴已建

成特色产业基地 2.74 万亩，“美人

脆”苹果、丹巴羌活等特色农产品知

名度持续提升。

绿水青山不仅长出了“金果

子”，还让百姓过上了“甜日子”。

2022年以来，全县接待游客量

分别为 301 万、394.7 万、400 万人

次。“来丹巴旅游的‘流量’变成了经

济的‘增量’。”黄杰表示，丹巴推行

“春赏花、夏纳凉、秋选美、冬沐阳”全

域全季旅游营销模式，获评四川省乡

村旅游强县、四川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同时，多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特

色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区先后投运，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提档升级。

山河之力，塑造了山河美。山河

之美，又福泽了丹巴人。

人与城的共美

“遇到变故时，我儿子才 9 岁。

如今，村里让我当护林员，既能顾家

又有补贴。儿子也长大了，在工作

了，日子越来越好。”记者坐在丹巴

县巴底镇沈洛村“全国最美家庭”孟

江的家里，听她细数过往。19年前，

孟江的丈夫因事故瘫痪在床后，婆

婆又突发脑溢血瘫痪，公公也身患

重病、行动不便，她带着年幼的孩子

撑起一个家。

孟江身材高挑、五官立体，是典

型的“丹巴美人”，常年操劳让她脸上

有了岁月的痕迹，但豁达的笑容又展

示着她内心的坚韧。沈洛村党支部书

记阿布补充说，“孟江的公婆都在八

九十岁高龄去世，丈夫瘫痪多年也没

患褥疮，被村民传为美谈。”

孟江，是丹巴美人之一。丹巴美

人，是丹巴的灵魂。

（下转第四版）

丹巴：不负山河不负民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杜静 胡敏 刘婕 杨琦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31 日晚 7 时通
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
发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
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
道、4K 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
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人民网、新
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等中央主
要新闻媒体所属网站、新媒体平
台将准时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