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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阿尔塞表示，40 年来，玻中两

国在相互尊重、友好合作基础上建

立了牢固的双边关系。玻方高度评

价中方在基础设施、技术、能源、卫

生等领域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赞赏

中国在团结全球南方，促进拉中合

作，建立更加公正、平等、包容的国

际秩序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愿继

续深化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习近平同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
就中玻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上接第一版）

“目前我们已完成提交摸底调查，

并提出地热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思

路。”四川省第一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

胡亚召表示，比如建议在进行地热综

合利用时，按地热温度层级加以利用，

依次进行烘干、采暖、理疗、洗浴、温

室、种养等。据介绍，接下来还将帮助

丹巴县制定地热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布局“地热+文旅”

“地热+农业”“地热+制造业”等特色产

业，引入休闲观光、温室种植、矿泉水

生产等项目。丹巴是四川主要镍矿产

区之一，目前两处镍矿盘活利用工作

进入快车道，已成立工作专班，制定专

项方案，推动相关各方签订合作协议，

开展矿业权整合及勘查开发工作，预

计7月实现矿山开工建设，进一步把丹

巴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强化技术优势
夯实发展“地基”

6月22日，多日阴雨天后，丹巴县

天朗气清。趁着好天气，四川省国土科

研院工程师李晨一路驱车来到海拔

3700米的巴底镇牧业村，熟练地操控

无人机升空。伴随着螺旋桨的嗡鸣声，

无人机搭载的高清镜头开始捕捉高原

美景，蓝天白云下，雪山草甸风光十分

壮美。“画面将用于实景三维建设和丹

巴文旅宣传。”李晨说。

去年夏天，李晨和四川自然资源

系统其他 16 位专业技术骨干来到丹

巴县驻村定点帮扶。除了做好防返贫

动态监测等日常工作外，帮扶队员还

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专业优势，为当地

产业发展等提供支撑。

“借助省国土科研院的卫星遥感与

无人机技术优势，去年我们帮助丹巴县

开展实景三维典型应用场景建设，完成

丹巴县城镇开发边界内和两条泥石流

沟实景三维模型建设，并探索将实景三

维用于地灾防治、文旅宣传等。”省国土

科研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实景三维就相当于在数字世界复

刻了丹巴，精度达到5厘米，房屋窗户、

路面井盖都清晰可见，可以为丹巴县城

管理、地灾防治、文旅宣传等提供高精

度基础数据。目前基础数据已采集完

成，正在进行后期分析，完成后将会移

交成果并培训使用方法。”李晨说。

发挥自然资源专业优势，夯实发

展基础，省自然资源厅还着力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生态修复等基础工作，科

学制定综合治理方案，统筹推进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等，为县域发展筑牢安

全屏障。2024 年，39 个欠发达县域争

取中省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近 26

亿元，以“搬治结合”方式，推动开展1

万余户受威胁群众避险搬迁安置、547

处重大地质灾害工程治理等工作。

在甘洛县田坝镇斯补勒拖村王家

沟，跑山鸡在山坡上扑腾，村民在核桃

林间忙碌，眼前三四米高的防护网引

人注目。“王家沟附近有多个危岩体，

在暴雨等作用下容易失去稳定性，去

年建成了这段 200 多米长的防护网，

大家生活劳作都更安心了些。”地灾监

测员木呷里林说。

据介绍，我省正按照“搬治结合、

先急后缓”的原则，编制 39 个欠发达

县域及定点帮扶丹巴县地质灾害综合

整治专项方案，统筹推进风险较高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和受威胁群

众避险搬迁，着力提升帮扶县地质安

全综合整治能力。

发挥“管道”作用
汇聚帮扶合力

色达县城东南方向30公里，山地

雄伟壮观，湖泊群清澈碧绿，不远处霍

西众措湖旅游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

“这是色达县全域旅游的重点工程，今

年项目基础设施将全面完工，计划明

年运营。”色达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局长方红玉介绍。

色达县文旅资源丰富，正加快全域

旅游发展步伐。就在1个多月前，在省

自然资源厅的牵线搭桥下，色达县人民

政府与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公司签署

文旅产业发展帮扶协议。按照协议，双

方将协同促进文旅产业深度合作，携手

推动优质文旅项目落地，进一步盘活提

质色达县存量资源，挖掘文旅市场新业

态，培育当地行业优质人才，推动乡村

振兴与产业规模壮大升级。

助力色达县文旅产业发展，也写

进了今年的专项方案。按照方案，省自

然资源厅将重点在助力提升色达县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推进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打造文旅高精品牌、培育文旅专

业人才等方面进行帮扶。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还将向色达县投入超1000万

元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补助资金，实施

地灾治理工程项目，并统筹改善相关

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

产业要落地，要素保障是关键。记

者了解到，近年来，省自然资源厅在强

化项目规划衔接及用地保障、核心项

目前期规划和用地审批方面给予相关

支持。2024年39个欠发达县域获批用

地约 8.2 万亩，同比增长 34%；单列安

排600亩用地指标用于欠发达县域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发展，有

效保障了一大批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充分凝聚帮扶合力，省自然资源

厅持续推进人才帮扶，帮助培养一批

服务支撑欠发达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人

才队伍。2024 年，动员组织20余名专

家到欠发达县域开展防汛减灾和地质

灾害防治等工作。今年还将统筹一批

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到基层一线，重

点针对规划、组卷报批、地灾防治等相

关业务开展培训。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发挥‘管道’作

用，充分调动帮扶资源，加强与省级协调

机制其他成员单位和其他帮扶力量的对

接沟通，共同推进各项任务和重点协调

事项落地落实，保障帮扶工作高效运

转。”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1+N 助力帮扶县域“造血”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产业
转型升级提出新要求

（上接第一版）

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鲜明

指出，“保持定力，坚定有序推进转

型发展”“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

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这些要

求，为山西转型发展进一步指明了

方向和路径。

（二）

摆脱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放弃

原有资源禀赋，而是要重新审视优

势，通过结构调整实现破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考察时强

调：“扎实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逐步形成体

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

通过学习领会总书记的要求，

可以更好地认识到，那些体量大、分

量重的传统产业，只要从实际出发，

尊重经济规律，加快创新升级，打对

“方向盘”，切实提升竞争力，就可以

将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

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

境改善和民生改善的多赢局面。

走进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大到煤气闸阀，小到燃气

球阀，品类不同、形状各异。

长期以来，阳阀立足阳泉这个

煤炭工业基地，深耕专用阀门领域，

填补国内多项技术空白。与此同时，

提升技术和装备科技水平，跟随能

源行业转型，通过创新研发氢能管

线球阀等产品，发展新质生产力。

老企业蝶变为专精特新“小巨

人”，焕发出新活力，恰是用好自身

优势、加快转型的生动写照。

（三）

转型升级是个系统工程，不会

一蹴而就。

在摆脱路径依赖的过程中，必然

伴随着阵痛。能否科学分析自身定

位，如何用好多元发展条件，怎样在

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前提下谋划

转型，都考验着改革的定力与魄力。

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

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审议通过

《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的意见》……党中央一项项

部署谋划，持续推动山西“蹚出一条

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为当地真

正走出一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

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作出精准指

引：“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经济转型发展”“以创新驱动推动经

济转型发展”“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以全面深化改

革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此次，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

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

力”，为山西进一步推进经济转型发

展提出明确要求。

由一域观全局，资源型地区是

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供应基地和基

础工业集聚区，资源型地区的产业

转型升级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正确的就要坚持下去，久久为功，

不要反复、不要折腾”“实业兴国，实

干兴邦”“再接再厉、更上层楼”。树

立系统思维、把握规律方法，一步一

个脚印，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让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相

互促进，资源型地区未来可期。

（新华社太原7月9日电）

“七七”这一天，总书记来到百团大战纪念馆
（上接第一版）

2014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用 3

个“坚持”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

作用：“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

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

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

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

团结抗战大局。”

秉持民族大义，担负救亡重任，回

顾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铿锵有力：“在中国共产党倡

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海内外中华儿女以强烈的家国情怀，

空前团结起来”。

（二）伟大精神，砥砺前行

百团大战纪念馆所在地，是太行

山脉的一部分，因其主峰形似雄狮昂

首，故得名“狮脑山”，俨然昭示一种民

族精神的勃发——从沉沦走向荣光，

从挫折走向复兴，中华民族的命运如

睡狮苏醒、凤凰涅槃。

习近平总书记将抗日战争壮阔进

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提炼为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

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是先烈用生命和

鲜血熔铸而成的民族之魂。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

抔魂。”

百团大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所展示的敢于

亮剑、不怕牺牲，勇于担当、无私奉献

的英雄壮举，正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生

动诠释和集中体现。

“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

岸奋勇前进”……对于伟大精神的时

代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此前

在山西考察时也作过重要论述——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

西考察，首站来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

馆。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全党同志

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

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

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

的生活。”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

西考察时回顾了这里的光荣革命传

统，指出：“这些都要充分挖掘和利用，

以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

源为山西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此次在百团大战纪念馆大厅，习

近平总书记对前来参观的青少年学生

和纪念馆工作人员深情地说：“广大青

少年生逢其时，要赓续红色血脉，树立

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

荣自豪的中国人，勇担民族复兴的时

代大任。”

以史为鉴，启迪后人。在前进道路

上，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必须

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

迎难而上。

（三）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88年前，卢沟桥畔的拼死抗争，点

燃了全民族抗战的烽烟，并开辟了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团大战纪念馆

指出，“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

击日本侵略者的起点，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到这里来就是接受精神洗礼。

“中国人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

的沉重代价，用生命和鲜血打败了日

本侵略者”。捍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成

果，需要我们在动荡世界中为人类前

途命运挺膺担当。

每当回首战争，更加珍爱和平。在

纪念抗战胜利的场合，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

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

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

最好纪念”，呼吁“各国人民应该秉持

‘天下一家’理念，共同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

求和平则和平亡。廓清思想迷雾，才能

照亮未来征程。

在百团大战纪念馆，习近平总书

记勉励青少年要争做民族的脊梁，一

定要把我们国家建得强盛起来，要为

全世界的和平作贡献。

今年9月3日，将在天安门广场举

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

书记将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部队。

疑今者，察之古。在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国际局势变乱交织背景下，正确

评价历史意义，隆重纪念胜利的光辉时

刻，正是为了不负民族的巨大牺牲，捍

卫二战的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人间正道：“让

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

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新华社太原7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黄玥 胡梦雪 李紫薇

山西阳泉，一场新雨后的狮脑山

云雾苍茫。百团大战纪念馆巍然矗立

于山巅。

7月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那辉

煌的一页，深情地说：“88年前的今天

发生的‘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

击日本侵略者的起点，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到这里来就是接受精神洗礼。”

在民族危亡至艰时刻，百团大战

如醒狮之怒吼，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和

八路军的声威，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

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

这样特殊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阳

泉这个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主战场，向

百团大战烈士敬献花篮，缅怀抗战烈士

英雄事迹，令我们感受到总书记对抗战

这段历史的重视。”全程陪同参观的百

团大战纪念馆特聘专家郝雪廷说。

今年 66 岁的郝雪廷从事相关专

业研究已经整整30年。即便已经十分

了解这段历史，但跟随习近平总书记

的足迹一路走、一路思，更加感受到一

种穿越时空的精神与力量。

静默展陈，真实记录日本侵略者

的残暴、深刻还原战争的艰苦与激烈。

“我为总书记作讲解，总书记凝神

细听，在一些图片、文物前不时驻足察

看和沉思，还插话询问。我感到总书记

对这段历史十分熟悉。”百团大战纪念

馆的年轻讲解员李玘说。

对于18岁就穿上制服，站在展台

前的李玘而言，她的日常工作就是与

沧桑历史对话：“我把纪念馆419块展

板都装进脑子里，每一块展板背后都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从阳泉的抗

战史到山西的红色历史，一点一滴积

累，没有哪段历史是不值得铭记的。”

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百团大战

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

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

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

范子侠、李和辉、吴子彦、吴隆煮、王

子仪……纪念馆内，一个个烈士姓名如

同历史天空闪烁的繁星，令人难以忘怀。

“我经常会问自己，如果我是他们

这个年龄我会怎么做？我能不能做到

像他们这样？”无数次面对这些年轻英

烈，无声处自我叩问，李玘暗下决心，

一定要讲好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去

延续他们的精神。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这份精神与

力量，赓续传承、历久弥新。

参观结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纪

念馆大厅，同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

作人员亲切交流。在他们身侧，“百团

大战 光耀千秋”八个字熠熠生辉，一

组以娘子关战斗、狮脑山战斗、正太铁

路破袭战等为主题的群雕气势磅礴，

再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对大家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出生于阳泉市正太铁路破袭战沿

线区域的姚永田年近退休，从小就是

听抗战故事长大的。这些年，为挖掘更

多红色资源，他利用业余时间赴深山

探寻、到外地走访。

“这次见到总书记，更加坚定了我

做这件事的信念。”老姚表示只要有能

力、有精力，一定把这片土地上的抗战

故事挖掘好，让抗战精神成为激励下

一代努力学习、建设美好家乡、积极向

上的精神力量。

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小学生站在人

群的最前排。

“习爷爷跟我们说百团大战是一

个怎样的战役，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

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生活。”阳泉市

矿区洪城河小学五年级学生王翊童

说，“我们每天上学都会穿好整洁的校

服，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因为从小就知

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

的鲜血染成的。”

铭记先辈来时路，不负韶光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殷殷：“广大青

少年生逢其时，要赓续红色血脉，树立

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

荣自豪的中国人，勇担民族复兴的时

代大任。”

阳泉一中高一学生陈明月说：“习

爷爷不仅在讲述当年的历史，也在告

诉我们要好好努力、奋发图强。在和平

年代要不忘历史，珍惜现在的生活，树

立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忧患意识。”

拂过时间的刻度，从历史凝望未来。

纪念馆不远处，巍峨的百团大战

纪念碑形如刺刀，直插云霄。

纪念碑前，来自山西医科大学的

一群本科生正在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他们特意选在这一天来此瞻仰学

习，正是为了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青年学生们虔敬地献上一束束菊花。

英烈之魂化作星辰，照亮我们前行之路。

（新华社太原7月8日电）

一场精神的洗礼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记

者 潘洁）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

据显示，6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同比由上月下降转

为上涨 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的核心 CPI 同比继续回升，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

董莉娟分析指出，6 月份 CPI 同比

上涨0.1%，为连续下降4个月后转

涨。CPI 由降转涨主要受工业消费

品价格有所回升影响。工业消费品

价格同比降幅由上月的 1.0%收窄

至0.5%，对CPI同比的下拉影响比

上月减少约 0.18 个百分点。其中，

油价变动影响能源价格降幅比上月

收窄1.0个百分点。

分类别看，6月份，食品价格同

比下降 0.3%，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其中牛肉价格结束28个

月连续下降，转为上涨 2.7%；猪肉

价格下降8.5%，为连续上涨后首次

转降。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5%，涨

幅保持稳定。

今年上半年，CPI 比上年同期

下降0.1%。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8 日发

布消息，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

伤害保障试点。自7月1日起，在原

有试点的7个省份、7家平台企业基

础上，新增 10 个省份和滴滴出行、

顺丰同城、滴滴货运、满帮省省等平

台企业。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通知，2026年，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将扩大到全国所有省份，并将出行、

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

台企业总体纳入；2027年，探索将其

他行业的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作为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

等创设的“新型工伤保险”，职业伤

害保障自 2022 年 7 月启动试点以

来，有效发挥了重大伤亡事故兜底

保障功能，切实维护了新就业形态

就业人员的权益，同时也分散了平

台企业经营风险。

截至 2025 年 6 月，7 个试点省

份累计参保人数 1234.57 万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下一步将

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原则，持

续完善政策标准，不断提升管理服

务，从机制上提高经办服务效率和

服务体验，切实加强基金管理和运

行监测。

我国6月份CPI
同比上涨0.1%

2026年扩至全国！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