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进一步做好
“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各地
交通运输系统的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深
受鼓舞，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做好“四好农村
路”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发力，久久
为功，不断开创新时代农村公路建设发
展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就农村公路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对农
村公路助推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寄予了殷切期望。

29 日，在 2024 年推动“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上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让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局长周荣峰倍感振奋：“‘四好农村路’
串联起了城市和乡村，盘活了农村地区
文化、旅游等特色资源，带动城乡客货
双向流动，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农
民群众出行实现了由‘走得了’向‘走得
好’‘走得安全’转变，农村生产生活和
社会面貌得到深刻改变，老百姓的生活
越过越红火。”

“农村公路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
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的肯
定，让不少群众感受深刻。十年发展，

“四好农村路”已经成为农业增效、农村
发展、农民增收的黄金之路。

甘肃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镇马路滩
村，这里的土路曾经坑坑洼洼，当地农业
产业发展也因路而受困。如今，新修的
公路四通八达，村里的东西运了出去，村
民们因路而致富。“村里的路越修越好，
村里的产业越来越兴旺，我们的腰包越
来越鼓，日子越来越有奔头。”马路滩村
村民李建忠说。

在河南新安县送了十几年快递，菜
鸟速递快递员张延军是近年来当地农村
公路变化的见证者。“之前因为路不好
走，不少快递的配送和揽收只能放在县
城。现在路修通了，路网密了，我们把揽
收的服务点直接设在镇子里的果园中，
农产品的寄递成本更低了。正像总书记
说的那样，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张延军说。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农村发展，因
路而兴。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随着一条条
农村公路的修建和升级改造，当地完成
了“脱贫大考”。作为当地农村公路的
建设者，沙坡头区2023年农村公路路
况提升工程项目（一期）五标段项目经
理马兴忠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有切身体会。

“这让我更加深刻理解了这份工作
的意义。我们要在农村公路的升级改造
中不断下功夫，让农村公路质量越来越
高，让一条条农村公路真正方便千家万
户。”马兴忠说。

有序推进全省农村公路新建、改建
18.71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9.2万
公里……经过多年发展，云南全省农村
公路实现了“由线成网、由窄变宽、由通
向好”的历史性改变。

“农村公路改变了云南，通过以‘四
好农村路’为代表的农村公路建设，越来
越多的地区因路而富、因路而美。”云南
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郑鹏飞表
示，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
全面开展农村公路路网提升、城乡公交
一体化提升、农村物流提升等行动，进一
步构建“畅、安、舒、美”的农村交通体系。

初夏时节，浙江绍兴市柯桥区漓渚
镇棠棣村的双棠公路两旁，现代化大棚
内的兰花争奇斗艳。

“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发展的
期望，也让棠棣村党总支书记刘建明进
一步明确了村子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
基层‘路长’，我将用心管好路、带好头，
以农村路进一步助力棠棣村花木产业发

展和村居环境改善，为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贡献力量。”

“四好农村路”建设，“建好”是基础，
“管好”“护好”是关键。

山东聊城临清市，车载智能检测设
备时常出现在农村的街头巷尾，检测画
面实时回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
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如今在
临清，哪里路面需要修补、哪个路段需要
养护，在临清公路智慧巡查养护系统中
一目了然。我们将以科技手段进一步保
障农村地区路网安全，为‘土特产’出村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临清市交通运输
局副局长徐金哲说。

“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提高治理能
力，实施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交通运
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服务“四好农村路”
建设办公室负责人李冰深感责任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的重要
指示，是赋予我们农村公路科研人员的
一份责任与使命。开展农村公路研究工
作，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和群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需求角度来思考，注重交叉
学科的研究，将农村公路与产业、文化等
有机结合，支撑好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责任编辑：陈应娴/校对：白昊楠/组版：金萍
ANSHUN DAILY 要 闻 2 2024年5月30日 星期四

全市科技工作者朋友们：
孟夏之月，万物并秀。在第八个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安顺市
科学技术协会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
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向关心支持安顺科协工作的社会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地感谢！

时光镌刻不朽，奋斗成就永恒。过
去的一年，是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
恢复发展的一年，也是安顺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极不平凡、极为重要的一年。一
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

“两城三基地”为四梁八柱，富有安顺特
色、在全省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快形成。全市上
下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强力推进贵州航

空产业城建设；扎实推进安顺一流旅游
城市和黄果树世界级旅游景区建设，唱
响了“21℃的城市·360 度的人生”城市
IP品牌；新型综合能源基地、贵州绿色
算力（安顺）基地、医药及旅游食品基地
建设进展迅速。科技创新深入推进，创
新制定贵州航空产业城专项人才政策
21条等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科研
投入力度持续加大；邀请到张伯礼、李
应红等全国知名专家院士到我市指导
产业发展。全市改革创新热情进一步
点燃，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一年来，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牢
记“国之大者”，不忘初心、感恩奋进，
激情满怀、步履铿锵，百折不挠、追赶
跨越，以百倍的创新激情投身到科教

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实践中，深入推进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和科学普及，为安顺高质量
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积极
贡献。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与党同心
同德、同向同行，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科技创新的
重要基点，在拼搏奋斗中充分展现具
有深厚家国情怀的新时代科学家精
神，以优良的学风、骄人的实绩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为
全市“两城三基地”建设作出了突出贡
献！这些成绩的取得，凝结着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智慧和汗水，彰显着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风采和担当！

使命呼唤担当，初心引领未来。我

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科技创新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创
新潜能，催生新质生产力。积极创造条
件，让创业者在安顺更好地扎根成长、
施展抱负、收获成功。希望全市广大科
技工作者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主动融入和服务安顺发展大局，矢志不
渝推动科技创新，当好科技报国的传承
者、科创时代的先行者、科学精神的传
播者，为安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衷心祝愿全市广大科技工作
者朋友事业有成、阖家幸福、顺遂安康！

安顺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4年5月30日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部
署，贵州省第九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进驻安顺市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进驻时间为
期12天。督察组进驻期间（2024年5
月 20 日至 5 月 31 日），设立专门值班
电 话 ：0851-33727288，专 门 邮 政 信
箱：贵州省安顺市A066号邮政信箱，
受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举报。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8：00——20：00。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
职责，贵州省第九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主要受理安顺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电来信。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区
处理。

贵州省第九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公告

贵州省第九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安顺市
办理群众信访举报每日公开情况

（第十批）

5月29日，贵州省第九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接到群众举报7件（来电
5件，来信2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
的有效举报4件（重点投诉件1件），
重复投诉0件，转交安顺市4件。

从污染类型看，反映大气污染问

题3件、水污染问题2件、噪声污染问
题1件、垃圾污染问题1件。从区域
分布看，分别为西秀区3件、镇宁自治
县1件。

具体投诉信息及办理情况详见
安顺市人民政府网。

（上接1版）
塞西表示，很高兴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并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
级会议开幕式。当前世界正处于深刻
复杂变化之中，中东地区深陷危机。
埃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努力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埃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
方在涉台、涉港、涉藏、人权等核心利
益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中国实现
国家完全统一。埃方欢迎更多中国企
业赴埃投资合作，助力埃及制造业发
展和工业化进程。希望以今年“埃中
伙伴年”为契机，密切人文交流，加强
两国在信息通讯、人工智能、新能源、
粮食安全、金融等方面合作。埃方赞
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
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为人类和平
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双方还就巴以冲突交换意见。习
近平指出，本轮巴以冲突造成巴勒斯
坦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加沙人道主义
局势极其严峻，中方深感痛心。当务
之急是立即停火止战，避免冲突外溢
冲击地区和平稳定，防止更加严重的
人道主义危机。“两国方案”是解决巴
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中方坚定支

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中方赞赏埃方为推动局势降温和实施
人道主义救援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
埃方一道，继续为加沙民众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推动早日全面、公正、持
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巴
勒斯坦问题上始终主持公道，坚持正义
立场，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加
沙地区紧张局势尽快得到缓解。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关
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科技
创新、投资和经济合作、检疫等领域多
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
伯埃及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
外广场为塞西举行欢迎仪式。

塞西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
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
歌，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塞西在
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
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为塞西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5月28日，一场小雨过后，坝陵河大桥云雾缭绕，美若仙境。
□记者 卢维 摄

致全市科技工作者的慰问信

本报讯（记者 李超然） 5月29日，
市政协副主席李用奇带队视察易地扶贫
搬迁点搬迁劳动力就业情况。

视察组先后到西秀区杨武乡民族新
村帮扶车间安顺市顺熙鞋业有限公司、
紫云自治县云岭街道城东社区清大苗方
民族制药有限公司、关岭自治县百合街
道同心同康小区高质量培训中心及扶贫

车间，了解扶贫车间上下游产业发展、技
能培训、带动就业及搬迁群众生活条件、
经济收入、务工稳定性等情况。

随后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市生
态移民局汇报全市易地扶贫搬迁点搬迁
劳动力就业情况，市农业农村局、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补充汇报。

听取汇报后，视察组充分肯定了扶贫

车间对易地扶贫搬迁点搬迁劳动力就业
的积极作用，提出要形成产业集群，完善
上下游产业链；要为搬迁劳动力提供保险
等服务保障，防范务工风险；要增强扶贫
车间独立生存能力，变“游牧式”企业为

“稳定性”企业，实现企业持续性经营；多
部门多主体间要做好协同配合，因地制宜
发展产业，为搬迁点搬迁劳动力提供更多

就业岗位；针对特殊人群及零工提供公益
性岗位及灵活岗位，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不断加强对搬迁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升
其技能水平；要对易地扶贫搬迁点搬迁劳
动力就业情况建立精准的数据库，精准施
策；相关部门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点搬迁
劳动力就业的保障及支持工作，确保搬迁
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市政协视察易地扶贫搬迁点搬迁劳动力就业情况

让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越走越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激励各地干部群众进一步做好“四好农村路”建设

□新华社记者

斑驳的石墙、青灰色瓦片、陈旧的仓
库、历经风雨侵蚀的门窗……位于镇宁
自治县南片区粮运路的镇宁老粮仓，区
别于周边现代建筑，处处透露着一股“年
代感”。这些已有“70多岁”的老粮仓，
连同仓房下的古城墙，向人们讲述着镇
宁独特的历史记忆。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从古至今，关
于粮食的事都是国家和百姓心中的大
事。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粮油米
面都要凭票购买，粮仓就是那个年代的
产物。正所谓“粮仓富，天下足”。镇宁
老粮仓，一直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风景，讲
述着镇宁粮食储备的发展变迁。2020
年，镇宁老粮仓街区被列为贵州省历史
文化街区。

镇宁老粮仓街区内有古城墙和老粮
仓仓房，房屋保存良好，建筑上还有当时
的革命标语，主体区域是以前粮食局的
仓库。该街区划定保护范围现存文物保
护单位1处、历史建筑13处、传统风貌建
筑18处，完整保留了传统居住生活形
态。这些老建筑像一座历史博物馆，静
静记录着上个世纪的过往故事。

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
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墙外为石
砌，内为夯土，平面呈矩形状，环绕于县
城四周，是一处集中反映镇宁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发展的历史产物，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老粮仓是镇宁目前保存最完整、规
模最大的粮仓，具有典型的黔中石砌建

筑风格及粮仓的普遍特点。当我们走进
老粮仓，置身其中，曾经的生活和工作场
景就浮现于眼前。

镇宁老粮仓是县直属粮仓，始建于
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国各地市、县、乡
镇都有管理粮食的机构，即粮食局和粮
管所，也都建有粮仓储粮，以备不时之
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
度后，粮仓就发挥了中转储存、交售等重
要功能。

为保障粮食供给，镇宁在原明城墙
上的关帝庙旧址处修建粮仓。老粮仓仓
库造型丰富，既有当时典型的苏式仓，亦
有后期结合发展需求兴建的房式仓、拱
型仓、土圆仓，以及为保证食油供应和油
脂存储建设的油脂仓点。这些仓库外表
敦实、古朴、厚重，内部梁木高耸。建筑

多为苏式建筑风格，以黔中地区特色的
石砌工艺为主，从屋面、墙体到房基都是
石头建成，是当地特色与历史风貌的艺
术结合。

老粮仓街区建筑设计精妙，规划布
局合理，从高空俯瞰粮仓群，粮仓一座连
着一座，呈环状分布，古朴而整齐。粮仓
前后各设有沟渠，便于雨天排水。仓下
由方型石墩支撑，使粮仓与地面有一定
距离，便于空气流通，确保粮食不受潮、
不受虫鼠破坏。仓墙上大多涂有一层白
灰，以增强粮仓的密封性，便于保温及防
虫。1956年，镇宁粮食仓库首创“四无”
（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粮仓，被评
为全国粮食先进单位。

岁月流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
粮食局和粮管所已被粮食储备中心所替

代，储存条件差、储存方式原始的老粮仓
也已被现代高科技的粮食仓库取代。

如今，老粮仓历经风雨沧桑逐渐废
弃，青苔遍布，落灰斑驳，曾经人声鼎沸
的老粮仓街区变得冷清，逐渐沉入镇宁
城市记忆的深处，只留下老建筑静静守
在城市一隅。

但在许多镇宁人的心里，老粮仓不
只是物理上的存在，更是国家粮食政策
变革历史的见证，是一幅描摹旧时光阴
的画卷。这里的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
曾经的历史与今日的变迁，承载着国家
和百姓尤其镇宁百姓在特殊时期深刻的
历史记忆，见证并参与了国家发展与强
大的过程。

作为镇宁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历史建
筑群，近年来，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基
础上，镇宁不断对老粮仓街区进行保护
修缮，并持续探索、实践历史文化街区的
更新、活化、利用。我们相信，曾经落寞
的老粮仓将重现风采，再次焕发新的活
力。那时的老粮仓，将既有旧时光，也有
新时代。

镇宁老粮仓街区：

讲述储粮往事 守住城市记忆
□本报记者 郭黎潇

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历史文脉·城市之魂

俯瞰镇宁老粮仓街区俯瞰镇宁老粮仓街区（（镇宁自治县委宣传部供图镇宁自治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