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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土地上成长、发展。”
一路走来，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习近

平对这片土地爱得热烈、爱得深沉、爱得恒久。
兴“三农”、固邦基，除贫困、向复兴。
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指引下，广袤大地日新月异，乡土

中国沧桑巨变。

（一）

2024年11月5日，湖北省嘉鱼县潘家湾镇，甘蓝舒展，
沐浴阳光，满目青翠的十里蔬菜长廊，见证了感人一幕——

菜地深处，习近平总书记微笑着探身向前，伸出手来。
菜农叶祥松迈前一步，紧紧握住总书记的手。

都是干过农活的手，握在一起，格外亲切。
熟知农民、熟稔农谚、熟悉农活、熟识农情，在广阔乡土

和广大农民间如鱼得水，真情流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给人
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青蛙打鼓，豆子入土”“寸麦不怕
尺水，尺麦但怕寸水”……沾泥带露的话脱口而出，他对土
地的了解深入肌理。

2024年4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潞
城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一下车，总书记扛起铁锹，走向植树地点。
1989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也是这样扛着锄

头，在田间地垄同群众一起劳作。
习惯的动作，劳动的本色，数十年未曾改变。
1984年，一名记者眼中的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是

这样的——“既没有县太爷的‘谱儿’，也没有大学生的
‘派’”“着实有点土气”。

这“土气”，源于一份终生难忘的乡土情结——“我是黄
土地的儿子”。

种地、拉煤、打坝、挑粪……在陕北梁家河插队7年，知
青习近平几乎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

在国外访问，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那时候，我和乡
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在田间地头，总书记对老
乡常说“我们都是种庄稼出身”。

习近平同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始终不曾忘记在梁
家河村度过的难忘的7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生
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
乡亲。

“盈儿，你可老了”“随娃儿，还记得吧”……阔别多年，
总书记仍能亲切叫出当年同伴的小名。在梁家河的一段山
路上，总书记停了下来，举目凝望黄土地。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每一道褶皱俨然岁月的纹路，每
一座山峁仿佛历史的沉积，承载着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也
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承载着古
老民族在此繁衍生息的厚重与沧桑。

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的独特文明，是我们的自信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曾自豪地说：“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创造

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长期领先世界。”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在交织错杂的历史纤维里，总书记抽出“三农”和国运

紧密相连的线头。
历史典故，娓娓道来：“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一幕在

古今中外反复上演。历史上，齐国诱导鲁国弃粮种桑，关键
时候断粮降服鲁国；越王勾践把种子煮熟贡给吴国，趁其粮
食绝收一举灭吴。”

悯农，重农，兴农，强农……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厚的
情感积淀、深邃的历史逻辑。

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
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
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在习近
平总书记眼中“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
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武夷山九曲溪畔，朱熹园最里面一间屋舍，墙上印着朱
子名言“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驻足凝视
良久。

社，土地也，稷，谷物也。在中华文化语境中，社稷是国
家的象征。

悠久国史，百年党史，农民和土地都有着浓重笔墨。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农民的劳动工具作为

符号象征，早就绘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
“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
会赢得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回溯这样的论断。

哺育万物的土地，胼手胝足的农民，在习近平总书记心
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我们党成立以后就一直把依靠农
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

泱泱中华文明史，多少朝代来了又去，只有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广大农民才真正翻身作主，广阔农村，变了天地。

“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
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乡土情里，是习近平一片为党、为
国、为民的赤忱。

（二）

“农业根基稳，发展底气足”，14亿多人口要吃饭，这是
中国最大的国情。

2021年9月，陕西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途经一片田
地时，习近平总书记临时叫停了车，走进田间，同正在劳作
的乡亲们拉起话来。

“庄稼能不能浇上水”“地里有没有套种豆子”……总书
记问得十分细致。

说起如今的生活，乡亲们告诉总书记：“日子好了，现在
白面、大米、肉都可以吃。”

“现在不是说稀罕吃白面和猪肉了，反而有时候吃五谷
杂粮吃得还挺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陕北的乡情熟得很，“硬
糜子做黄米馍，软糜子做油胡兰、油糕。”

玉米秆上结着玉米棒，总书记伸手捏了捏，看庄稼是不
是成熟了。

万物土中生。
当年在梁家河，习近平带领乡亲们修淤地坝，修梯田，

每增加一寸耕地都十分艰难，更加深知土地的可贵。
2020年7月，吉林省梨树县。顶着烈日，习近平总书记

步入玉米地深处，走到黑土断面观测点近距离察看黑土保
护情况。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李保国教授指着挖开的黑土层剖
面告诉总书记，这里的黑土层原先至少有60厘米厚，自清末
开垦以来，加上风蚀水蚀，每年要减少3毫米左右。

“100多年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再过几十年，恐怕
就要消失殆尽了。”总书记不无忧虑。

“我们想了个办法。”李教授详细介绍了保护黑土的梨
树模式。

“这个工作很重要！”总书记语重心长，“一定要采取有效
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留给子孙后代。”

种子，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分量也很重：“农民说，‘好
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

2013年的一次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会上，袁隆平拿
出两张超级杂交稻照片递给习近平总书记，道出自己的两
个梦：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总书记伸手接过照片，仔细察看。
“我1998年去过你们那，当时咱们见过面。”总书记对袁

隆平说，“我那时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十分关心种
业问题。杂交稻育种，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要继续抓好。”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高温来到海南国家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沿着田埂察看水稻长势，同袁隆平亲切交谈。
袁隆平满怀信心地对总书记说：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没
问题！

一年后，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习近平总书记
向他颁授勋章。这次见面，总书记问袁隆平：有什么进展？
袁隆平回答：我们正向亩产1200公斤冲刺！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海南考察科研育种。
此时，袁隆平已经去世。

总书记深情地说：“我们要弘扬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精
神，袁隆平同志是一个楷模。实际上像他这样的还有很多
人，埋头苦干、默默耕耘、十年磨一剑，久久为功。”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关键在人才。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全州县毛竹山村考

察。雨后山村，空气格外清新。葡萄园里，农业技术员正在
现场指导村民。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葡萄园：“你从哪里来的？”“在这里
主要给大家辅导什么？”“绑蔓、定梢有什么讲究？”

“把你的贡献就写在大地上！”总书记叮嘱，“我在福建
时就抓科技特派员，现在全国都在推广。农业技术人员就
是要下沉到农村基层来，就是去干具体的出实际成果的事
情，这就是你们的贡献。”

如今，数十万“科特派”活跃在田野一线，给农业插上科
技的翅膀。

东北，祖国的大粮仓，见证中国农业的发展。
2018年9月，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习近平总书

记从北京飞抵东北，来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走进大
田，察看秋收。

龙江大地，金风送爽，稻浪滚滚。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
大地号丰收在望，10台收割机一字排开，正在实施联合作业。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稻田，拿起一把稻穗，看稻粒、观成色，
感慨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北大荒发生了沧桑巨变，机械
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很了不起，非常鼓舞信心、鼓舞斗志。”

抚今追昔，沧桑巨变。
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率河北省石家庄玉米考察

团，到有“美国粮仓”之称的艾奥瓦州访问。那次访问，他对
西方发达的农业技术和完备的产业链印象深刻。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农业的专业化、现代化、集约化水
平提升显著。

晚霞洒向三江平原，丰收的原野化作金色海洋。望着
广袤无垠的稻田，总书记深情地说：“这个地方看不够，以后
有机会还要再来。”

（三）

“我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工作
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成的一件大事。”

不久前，在巴西访问时，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自己从小
村庄到党中央的扶贫实践。

无论在历史的长视距还是世界的广角镜里，扶贫这件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最多、花精力最多”的大事，影响深远。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
史的接力棒。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面对“近1亿农村
贫困人口”，总书记的目标坚定不移：“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
民”。至深的真情，化作笃定的行动。

顶风雪、冒酷暑、踏泥泞，翻山越岭、跋山涉水，50多次
调研扶贫工作，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指挥打赢
气壮山河的反贫困斗争。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天水考察。
11年前，正是在“瘠苦甲于天下”的甘肃定西，总书记从

乡亲的水缸舀起一瓢水，尝了尝，水的滋味让他眉头紧锁。
总书记专程来到渭源县引洮供水工程工地考察工程建设情
况，叮嘱当地和随行的有关国家部委负责同志，让老百姓早
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如今，一渠洮河水，惠及兰州、定西、白银、平凉、天水5
个市14个县（区）近600万群众。总书记深感欣慰：“引洮供
水工程建得很好，解了燃眉之急。”

对农民的甘苦冷暖牵肠挂肚。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省镇江市世业镇

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
“当时天冷，握手时我本来只伸了一只手，另一只手揣

在口袋里，但是总书记两只手握住我的手，我赶紧把另一只
手也伸了出来。”

村民魏定瑜老人至今还记得总书记手心传来的温暖：
“除了问我身体情况，还关心我们看病方便不方便、医疗费
用贵不贵、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满意不满意。”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
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的这句古语，
是他多年倾心投入扶贫工作的写照。

2016年4月，大别山腹地，雨后初霁。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安徽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年过六旬、因病致贫的汪能保、
张帮若夫妇家。

“一年吃高血压的药要多少钱？”“血压现在还高吗？”
“现在医保能补助多少钱？”……总书记问得十分细致，并叮
嘱当地干部，扶贫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兜底措施，在医保等方
面给予更多扶持。

在贫困户家，总书记总要看看锅里有什么，问问群众吃
得怎么样、收入怎么样、看病花多少、上学花多少……

家家户户的小账，合起来是一本人心大账。
2014年全国两会，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

记袒露心扉：“我现在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确实发自内
心地牵挂他们。作为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
正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

农村“一老一小”，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北嘉鱼县四邑村，

先后走进村养老服务驿站食堂、村卫生室。
公共食堂价格实惠，卫生室内，中药西药、刮痧理疗，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总书记对现场老人们的叮嘱朴实而温暖：“把
身体照顾好，活个大岁数，好好珍惜今天的幸福时光！”

在农民熊成龙家里，总书记屋里屋外看得细、问得暖。
两岁的孩童脆生生地喊着“习爷爷”，总书记亲切地摸摸他
的小脸蛋。

从幼儿托育到医疗养老、务工务农，得知老熊家日子过
得红火，总书记笑着说：“父母在家里操持得好，儿女在外面
打拼得好，下一步就是把孩子培养好。我特别关注‘一老一
小’这个重点。”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关心“悬崖村”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叮嘱贫困户抓好孩

子教育，“不能让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关注寄宿制中学食
堂食材安全、冬天有没有热水……

“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是目标，也是决心。

（四）

二十三年过去，故地换了新颜。
202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东山岛的一

个小渔村——澳角村。2001年，习近平同志就曾来过这里。
一栋栋漂亮的农家小楼面朝大海，渔船桅樯林立，微风

吹来新鲜渔获的味道。村干部告诉总书记，2023年村里共
接待游客13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万元，日
子越过越红火。

碧海潮落潮起，农村日新日进。看到这里的可喜变化，
总书记“很是欣慰、很有感慨”——

“新时代新征程农村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前景，农民会
有更加火热的生活。”

数千年“乡土中国”，乡村之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见证
着多少沧桑，承载着多少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
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新时代的乡村，该是什么样的面貌？
2019年全国两会，河南濮阳的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

连成用浓浓的乡音向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了中国农民的“八
个梦想”——

“想脱贫致富，想就地城镇化，想给孩子找个好学校上
学，想让村里有一个好的文化场所……”

总书记认真倾听，眼光里满是鼓励。他微笑着说：“你
今天讲的这些，恰恰是广大农民对幸福生活追求的要求
……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围绕着人民群众对幸福
美好生活的追求来实践。我们这个实践过程是一步一个脚
印，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走。”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念兹在兹，感慨系之，习近平
同志思考的脉络、投入的心力跨越数十载。

在河北正定，对晏阳初搞的河北定县试验深入了解；
在福建宁德，矢志摆脱贫困，“促使农村不断向生产的

广度和深度进军”；
主政浙江，在“八八战略”中强调“加快推进城乡一体

化”，写下这样的美好憧憬——“在许多诗人的笔下，农村有
着恬静诗意的田园风光，故而使哲学家发出‘人，诗意地栖
息在大地上’的感慨。”

乡村，是理想的居所，是精神的故园，是文化的原乡。
时代巨变中，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清醒的自觉：“农村是

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
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2023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当天，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

来自镇江一家农机合作社的魏巧代表，说起当年回乡
务农，还是缘起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镇江农村时的一
个考察细节：总书记说“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
子”。那天深夜，父亲打电话跟魏巧说，总书记高度赞扬农
业专家赵亚夫，你们两口子都是学农的，希望你们能回来接
我的班，像赵老一样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像魏巧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好！”得知魏巧和爱人
辞去北京的工作，从城市回到乡村，总书记由衷点赞，“我们
现在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和优质劳动力。我们
的年轻人、知识分子，也要双向流动。一方面在城镇化过程
中成为新市民，另一方面农村对人才需求很大。”

1983年，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学生们收到一封来自家
乡的信，落款是：“你们的同志习近平”。

“虽然‘科技热’的浪潮正在广大农村蓬勃兴起，但是心
有余而力不足啊，人才更不足啊……父老乡亲都在翘首以
待，盼望着你们早日以优异成绩成就学业，为祖国的四化建
设挑梁扛柱，竭智尽才。”

字里行间写满年轻的县委书记求贤若渴、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如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
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
仍然是个大课题。

立足新的时代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要实
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
个振兴”。

异曲同工的是，打开《之江新语》，书中以7篇文章连续
系统、集中立论：《以发展强村》《靠建设美村》《抓反哺富村》
《促改革活村》《讲文明兴村》《建法治安村》《强班子带村》。

时间长河绵延，于意味深长的一幕幕间，人们更能体会
那一份历久弥新的乡土之情。

2022年金秋时节，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黄土高原瓜
果飘香、五谷满仓，“黄土地的儿子”又回来了。

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
走进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的果园，习近平总书

记同老乡们亲切交流，还采摘了一颗红红的大苹果。
总书记言明此行初衷：“一路思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如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

“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果园到苹
果洗选车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陕北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
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当年“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梦想早已实现，对着围
拢上来的村民们，总书记道出新征程上的新目标：“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当年，诗
人贺敬之在《回延安》中这样写道。

望着这片熟悉的土地，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系之：“从陕
北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

乡土中国，山河巨变。
乡村振兴，气象万千。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习近平的乡土情
□新华社记者

“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
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
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
汇报时发表重要讲话。广大干
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继续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攻坚克
难、真抓实干，努力实现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在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中创造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

2020 年 6 月 1 日，《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开
始全面实施。当前，海南自贸
港进入封关运作攻坚期，一系
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
措、重大工程项目正在全面落
地见效。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海南省委深改办
（自贸港工委办）常务副主任关
继荣尤感振奋。

“海南正以‘大会战’姿态
全力推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
下一步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将坚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
在突出位置，稳步扩大制度型
开放，加快推动海南自贸港核
心政策落地，确保2025年顺利
实现封关运作，海洋强省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让海南成为新
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关
继荣说。

今年第四季度，从广交会
到进博会再到链博会，对外开
放平台作用进一步发挥，我国
外贸韧性进一步增强，新动能
更加充沛。

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李平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下一步
将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各项部署贯彻落实，紧紧围绕建设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
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科学谋划封关前后的改革开
放和高质量发展工作，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努力把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
重要门户。

对外贸易量质齐升、跨境资金流动更加自由、入境游热度持
续升温……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加快推进，海南已经成为我国对
外开放的高地、投资兴业的热土。

位于儋州洋浦的洋浦保税港区是承接海南自贸港政策和制
度早期安排的重要载体。洋浦保税港区发展局负责人乔山虎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为我们全方位
实施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提供了明确思路。我们将统筹推进口
岸服务能力提升和试点政策落地实施，精心协调解决企业难点堵
点问题，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倾力打造海
南自贸港‘样板间’。”

制度型开放需要以综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等
为试验平台，充分发挥先行先试作用。

“总书记强调做实做优各类开放平台，这是赋予我国自贸试
验区、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任务。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深化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等区域同海南自贸港的合作，就政策措
施、重点任务、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有效做法进行沟通交流，相互学
习借鉴，形成更大合力。”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制度处处
长陈俊斌说。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动对接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创的关注，令专注于中国
的大模型创新的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CEO张鹏深有
感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我们创新创业者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我们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科
技成果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未来产业贡献人工智能
力量。”

海南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种子繁育基地。12月的三亚，椰风
轻拂、暖阳和煦，正是“南繁硅谷”育种好时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将为我
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保障。”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知识产权部（创新合作部）部长陈浩
表示，“在近日举行的亚洲种子大会上，前来参会的 1000 多
名国际人士多数通过免签政策来到海南，这让我们真切感受
到了开放带来的便利。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制度优势转化
为人才优势，加强种业国际合作交流，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

免税购物回流、求学回流、海外就医回流……海南自贸港正
积极推进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局长贾宁说：“总书记
提出‘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旅游业开
放合作’，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未来，我们将以‘医’
为核心，融合多种业态，在引领健康消费新潮流的同时，推动区域
经济蓬勃发展。”

临近年底，江苏扬州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扬州木版年画展”参
观者络绎不绝，人们品赏五彩斑斓的年画艺术，感悟着传统文化
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不断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
明程度’‘努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提升’，我们要发挥
博物馆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中的阵地作用，通过联合策展等方式，丰富城乡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营造更加和美的节日氛围。”扬州博物馆馆长束家
平说。

黑龙江哈尔滨，位于道里区工农街道兴江社区的活动室里暖
意融融，老人们齐聚一堂，声情并茂地排练歌曲。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提高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水平十分关
注，强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说到了我们基层社区工作者
的心坎上。”兴江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颖说，“时至年终，我们要进一
步加强社区治理创新，加强对困难群体的民生兜底，支持重点群
体就业创业，让群众感到更加暖心顺意。”

加快建设“三区一中心”，要以加强党的建设为引领。
三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宗献表示，将认真对标习近平

总书记“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
主题教育成果”等要求，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不断为基层减负，深化“12345+
网格化+直通联办”改革，激励广大干部继续发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奋
勇争先。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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