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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城西，浙东古运河碧波荡

漾，流淌着一段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

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考察，来到浙东运河文化园。

古运河水静静流淌，不远处的高

架桥上客货车辆疾驰而过。拾级登上

园内高拱石桥，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道：

“在这里可以畅想一下古今沧桑。”

浙东运河西起杭州西兴，流经绍

兴，东至宁波，充分利用浙东山川形

势，连通河湖、穿越阡陌、润泽沃野，滋

养着两岸人民。

肇始于春秋山阴故水道，贯通于

两晋，鼎盛于唐宋，发展于明清……走

进浙东运河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详

细了解这段绵延千年的“运河史话”。

“习近平总书记看得很仔细，在不

少展柜前驻足，详细询问相关情况。总

书记对运河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切关注，也有着深入的了解。”当天

负责讲解的中国水利博物馆馆长陈永

明回忆说。

在明代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修建

的大型挡潮排水闸绍兴三江闸模型

前，习近平总书记停下了脚步。

俯身仔细察看三江闸设计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问道：“这个闸现在还在

吧？”

“还在，它的作用已经被曹娥江大

闸所取代。”陈永明回答。

展柜中，一张 2005 年 12 月 31 日

出版的《浙江日报》，记录了一个载入

史册的瞬间：

“随着省委书记习近平宣布‘曹娥

江大闸枢纽工程开工’，并启动开工按

钮，顿时偌大的建设工地上一字儿排

开的施工机械‘隆隆’轰鸣……钱江两

岸人民盼望已久的曹娥江大闸枢纽工

程正式拉开序幕”。

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这段往事：

“过去浙东这一带是缺水的地方，特别是

舟山，一半的水都要靠这个引水工程。”

“很多浙东的百姓都因此受益，大

家饮水思源、感恩在心。”当地负责同

志说。

千年水脉，正是在一代代人的持

续呵护和接续建设下流淌至今、绵绵

不绝。

“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走出

浙东运河博物馆，临别前，习近平总书

记专门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好好挖

掘大运河文化，统筹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

从北京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到

江苏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再

到浙江绍兴浙东运河文化园，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中，多次来到大运河沿

线。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大运河是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

化。

今年“五一”假期前，“越韵水上

游”开通，水城绍兴以水上巴士串联古

城历史遗韵，打造出“一站一景、一程

一韵”的特色文化之旅。游客乘船就能

欣赏古城风景，沿途感受运河历史与

现代交融之美。

跨越 8 个省市、10 个河段的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正在火热建设中，沿

线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

带建设持续推进，多元文化空间不断

增加。

“水德含和，变通在我。”浙东运河

文化园的照壁上，刻下了北魏地理学

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这句话。

千年古运河，再展新画卷。

（新华社杭州6月9日电）

“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段菁菁

本报讯 6月5日，州委副书记、州

长冯发贵主持召开十三届州人民政府

第67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审议有关事项，研究部署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

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精神，结合甘孜实

际，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纳入政府重

要议事日程，深入开展创建行动。要重

视文化建设，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统筹

好建州 75 周年系列活动与山地文化

旅游节（贡嘎艺术节），培养一批好歌

手、创作一批优质歌曲、推出一批文艺

精品。要深化全域无垃圾行动，优化旅

游环境，提升文明素养，规划建设一批

示范厕所，让“圣洁甘孜”有形有感。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十五

五”规划课题研究，科学制定发展目

标、实施路径和保障机制，重点围绕经

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应急安

全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势资源开

发等领域，分层分类梳理项目清单。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和

讲话精神，持续深入推进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带头做到

管好自己、带好队伍；持之以恒做好文

旅之州、能源之州、有机之州“三篇文

章”，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加强宗教领

域依法行政工作，强化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全力

做好人防技防，强化临灾预警预报和

应急避险，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确保安全度汛。

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了中央层面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 2

起党员干部在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

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

问题的通报。会议强调，全州政府系

统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刻认识违规吃

喝的严重政治危害，切实增强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坚持以案示警、以案

促改、以案明责，杜绝侥幸心理，筑牢

思想防线，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

会前，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州政府副州长、秘书长出席会议，

州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州级

有关部门（单位）、各县（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列席会议。

全媒体记者 张涛

十三届州人民政府
召开第67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 近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委员会办公室对楚乡黑猪等 16 个畜

禽新品种配套系、湘南牛等21个畜禽

遗传资源和皖广3号等5个蚕新品种、

瑶蚕遗传资源审定鉴定结果进行了公

示。其中，我州“朵洛山羊”成功名列其

中，拟入选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

录。这既是对“朵洛山羊”品种价值的

高度认可，又是对“朵洛山羊”产业的

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朵洛山羊”主要分布在九龙县朵

洛乡及周边地区，拥有悠久的养殖历

史，是当地群众长期选育的成果。具备

肉质好、耐粗饲和抗逆性强等特点，在

市场上备受消费者青睐。“朵洛山羊”

以头、颈黑色，体躯白色为主，体格中

等，体质结实，肩胸部结合良好，前躯

较发达，胸深而较宽，背腰平直，四肢

矫健，蹄质坚实，善于攀岩和攀爬。

据介绍，“朵洛山羊”的养殖模式，

既有利用山林、草地资源的散养方式，

也有结合科学饲料配方的圈养方式，

充分发挥“朵洛山羊”的品种优势，提

升羊肉品质与产量。同时，我州还积极

推动“朵洛山羊”养殖的产业化发展，

通过成立养殖合作社、加强技术培训

等方式，让“朵洛山羊”产业逐渐走向

规模化、标准化。

据悉，“朵洛山羊”入选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名录是由甘孜州畜牧站、九

龙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泸定县农牧

农村和科技局、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

院等单位联合挖掘、申报。下一步，我

州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科研

院校的合作，开展“朵洛山羊”的种质

特性研究和选育工作，不断提升“朵

洛山羊”的生产性能和品质，积极拓

展销售渠道，借助电商平台、冷链物

流等手段，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朵

洛山羊”品牌，提升“朵洛山羊”的品

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让“朵洛山羊”

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促进畜牧养殖高

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周燕

我州1品种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单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州通过跨部

门协作服务聚合力，全周期宣传服务

强根基，定制化法律服务解难题，全力

护航“虫草经济”。

我州在采挖点（区）以“党建+法

治宣传”模式建立临时党支部，设立

“党员先锋岗”，整合司法、公安等多

部 门 力 量 组 建 联 合 宣 传 队 伍 112

支，集群开展“帐篷党课”“法治夜

校”等流动法宣活动 350 场次，制发

宣传资料 6.6 万份，教育引导采挖群

众自觉感党恩、爱祖国、守法治、奔

向现代化。

同时，建立“采挖前培训—采挖中

指导—采挖后回访”的全链条普法体

系，1.1万名“法律明白人”和280支宣

传队化身“移动普法站”，通过上门宣

讲、集中宣讲等方式全覆盖开展法宣

活动2轮次，利用新媒体平台、网格微

信群动态发布以案释法、警示教育案

例240次，重点宣传土地管理法、草原

法等法律，教育引导群众依法采挖、守

法创收。

我州还开设法治服务帐篷 260

个，配备流动法律服务车 144 台，构

建“半小时法律服务圈”，重点针对草

山权属争议、越界采挖、劳务合同、交

易履约等高频问题提供“点单式”法

律咨询 1700 件，通过“普法+随手

调”，实现法治宣传与纠纷化解同频

共振。

州司法局

我州法治宣传“三服务”护航“虫草经济”

◎新华社记者 李劲峰 刘佳敏

下基层调研热衷于前呼后

拥；发现问题应付了之，群众希

望落空；工作解决方案脱离实

际，难以落实……今年以来，中

央和地方曝光的一些党员干部

调查研究虚风，严重背离调查研

究本质，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的表现，值得警惕。

有的党员干部下去调研“坐

着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

看”，不了解民情民意；有的不愿

和群众打交道，怕同群众接触惹

事上身、怕跟群众交流脱不开身、

怕为群众办事麻烦缠身；有的不

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搭不上话、

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这样的

假调研、浅调研，不仅解决不了问

题，反而浪费大量资源，加重基层

负担，影响实际工作。

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一条，就

是要改进调查研究，充分彰显出

调查研究作为我们党传家宝的重

要性。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不能

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

点水式调研，（下转第四版）

假调研解决不了真问题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中 省 媒 体 看 甘 孜

5月底，雅康高速日地沟大桥，

一场高科技、全天候的“健康体检”

正在进行。今年，这座桥上多了两个

“值班医生”，如果桥梁发生垮塌、偏

移等情况，“值班医生”就会第一时

间“就位”，给过往的司机发出停车

预警信号。

这个“值班医生”就是四川自主

研发的桥梁损毁紧急示警装置，可

通过机械联动方式感知桥梁极端损

毁，实现了现场机械示警、声光示警

和监控中心预警的“三同步”预警，

对全国公路行业防灾减灾具有借鉴

意义，该装置已申报国家专利并入

选交通运输部“高速公路监测预警

应用示范揭榜”名单。

桥梁、隧道、边坡是高速公路的

关键节点和控制性工程，其安全状

况直接关系到道路畅通与公众出行

安全。赶在今年主汛期前，四川已对

69处跨（河）沟的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域高速公路桥梁完成桥梁损毁示警

装置安装，共计104个，基本覆盖全

省地质灾害隐患较高的路网区域。

安装工程快速推进，得益于四

川公路养护工作的一场变革。此前，

四川土建养护施工单位呈现小而散

的特点。以蜀道集团为例，旗下的四

川交建集团、四川路桥集团、营运公

司等下属多个养护单位，遇到项目

一起上，相互竞争。

去年5月28日，多家养护公司

整合为一家，成立四川蜀道养护集

团有限公司，整合分散养护力量构

建起“总部—区域中心—项目部”的

三级高效管理架构，现已成立东、

南、西、北、中五大养护区域中心，实

现公路养护管理“一张图”。

除日常清扫、修补之外，公路养

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应急抢险。四

川地质灾害高发频发，四川蜀道养

护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后，对各个区

域中心强化了应急资源配置。“我们

在地质灾害易发的养护路段设置应

急点位，每个点位辐射半径为50—

80公里。”公司负责人介绍，点位可

满足突发事件发生时人员 30 分钟

完成集结、集结后 1 小时内抵达点

位、机械设备 1 小时内完成集结出

发，提升应急抢险能力，全面提升安

全管理水平。

在去年10月，在雅康高速龙进

沟大桥高位崩滑受损道路的抢险

中，资源整合的优势已经凸显。抢险

区作业为60度高陡边坡，作业空间

十分有限，四川蜀道养护集团有限

公司从全公司范围协调人员和装

备，组织抢险队伍创新采用支撑架

体整体横移技术等，用时14天就抢

通了道路，较计划工期42天缩短了

三分之二。

转载自《川观新闻》

四川高速公路桥梁上
线104个“值班医生”

本报讯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

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

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近年来，我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全州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迈上新台阶。

保护传承效能全省领先。资源

总量持续领先，现有州级以上非遗

项目 850 项、文保单位 1325 处，数

量均居全省首位。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完成 3854 处不可移动文物普

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500余处。

抢救保护实现重大突破，投入 2.5

亿元完成丹巴古碉群、磨西毛泽东

住地旧址等50余处重点文物修缮。

抢救性记录和保护扶持 30 余项濒

危非遗项目。

活化利用与体系建设同步升

级。创新推动文化遗产赋能发展，打

造“非遗四川”品牌项目 8 个、工坊

97个、体验基地8个、传承保护基地

1个，研发文创产品560余种，销量

5.9 万余件，实现销售额 4400 余万

元。项目建设落地见效，投入 8.48

亿元建设完成1处长征公园核心展

示园区、5县长征步游道、18县（市）

长征主题文化标识、1 所纪念馆展

陈提升、4所长征纪念设施。总投资

2.4 亿的皮洛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开

工建设。成功推动皮洛遗址、石渠嘛

尼石刻群等 5 处重点文物入选“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启动

“国家级康巴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

创建，建成全国涉藏地区最大藏族

歌舞数据库。博物馆体系日趋完善，

“全域博物馆”建成开放小微馆 55

个、挂牌22个，批复设立红色场馆7

个，实现省级备案并对外开放博物

馆18个，州民族博物馆成功创建国

家二级馆。

文明探源成果获国际瞩目。皮

洛遗址获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

三项国际荣誉，改写人类征服高海

拔历史。《甘孜岩画》学术专著出版，

将甘孜州的古人类“艺术创作”历史

向前推至距今 8000 年的久远时

代。丹巴罕额依遗址考古发掘成果

发现（史前至汉代）四期文明迭压，

填补了长江上游文明演进空白。

州文化广电旅游局

我州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工作亮点纷呈

热点导读

详见03版

非遗“活态新生”绘就甘孜文旅新画卷

详见02版

问道浙江取“真经”山海协作赋新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