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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盛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
性支撑进行统筹部署、专章表述，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对教育、科技和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
关心关爱。

科协作为党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桥梁
纽带，要深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
大精神，始终坚持服务人民，服务基层，团结带
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找准
定位，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切实将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转化为科协系统
的自觉实践。

一、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
重要思想，在强化政治引领、凝聚科技工作者
合力上找准新定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我们
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和原始
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历史性成就、发生
这些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科协组织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
科协组织的时代方位和改革建设方向，切实
发挥好科协“一体两翼”的组织优势和人才优
势，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切实肩负起党和政府
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职责，履行好

“四服务”职责，加强科技人才思想政治引领，
最广泛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续写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篇章。

二、深入学习领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重要思想，在助力创新驱动、服务我市高质
量发展上展现新作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
现高质量发展要求采取发展新方式，培育增
长新动能，迈向产业新赛道，这对科技创新提
出重大需求和重大挑战。党的二十大对完善
科技创新体系作出新的部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
创新的引领作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持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科协组织要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趋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持续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激励担当作为，持续提升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干事创业氛围，加速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强化学会枢纽功
能，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建设学术交流高地，广泛汇聚跨界创新资源，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引领学会奋进新领域新赛道，在现代化建设主战场上
有更大作为；要推动科普理念深刻变革，构建大科普格局，加大科普传播
力度，助力“大众科学”蓬勃发展，在公民科学素质提高上作出新成效；要
搭建科技工作者资政建言平台，以智启智、集智建言，以科学决策引领科
学发展。

三、深入学习领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重要思想，在践行科普为民、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上迈向新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
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与科
学普及相互依存、同等重要、互为助力、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我们要深刻
意识到抓好科学普及是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促进文明建设、引领创新发展
的有效途径和有力举措。

面对当前时代之变、人民之需，科普更需要摒弃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
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实现全面提升创新。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开展
科普的重大意义，树立“大科普”理念。强化全社会科普责任，全面普及科
学技术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构建社会化协
同、数字化传播、规范化建设的新时代科普生态，进一步创新理念、手段、方
式、机制，把增强人民群众科学素质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工程，涵养科
技创新的文化沃土，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科协组织要高质量做好新时代科普工作，切实发挥好全民科学素质领
导小组牵头单位的作用，以实施《山西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
方案（2021-2025）》为抓手，突出科普价值引领，深入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
样、贴近群众的科普系列活动，做优做强晋中科普品牌。积极构建科普示
范县、科普示范社区、科普教育基地、科普惠农服务站等多层次、全方位、宽
领域的科普示范体系。加强“互联网+科普”建设，着力提升科普信息化建
设的质量和效益，打造信息化科普服务精品。加强科普阵地建设，构建现
代科技馆服务体系。围绕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全局工作，积极开展科技
志愿服务，着力提升基层科普服务能力。

四、深入学习领会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重要思想，在厚植人才
沃土、建设科技人才高地上使出新招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的重要论断。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创新的人才根基，激
活科技人才第一资源、发挥创新第一动力作用，是科协组织的重要使命。

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科协组织要团结广大科
技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科技工作者坚定创新自信、坚持“四个面
向”、奋进新征程做坚强后盾，提供强大支撑；要关注科技人才成长成才，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心怀“国之大者”，把自己的科
学追求融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中，融入到“科创中国”“科普中
国”山西行动中，将智慧、汗水和热情洒在三晋大地，绽放科技光彩，推动
晋中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把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作为生命线，走好
新时代群众路线，打造有温度、可信赖的线上线下科技工作者之家；要
发挥科技社团、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吸引更多优秀院士
专家为晋中服务，按需匹配服务团队，努力把各方面优秀科技人才集聚到
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来。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全市科协系统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围绕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省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
精神结合起来，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全面推动科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晋中篇章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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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
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
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
队伍。”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
时代的呈现，为文艺创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

百年探索实践，党领导文艺战线走
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
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
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
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
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牢
牢把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
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
天职，推出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深得人民群
众的喜爱，为推动党和国家文化事业和
产业的繁荣发展、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文
化宝库、赓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
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源泉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
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党对
文艺事业的全面领导，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文艺事业发展的实践证明，能否站
在人民的立场上表达人民的意愿，维
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一个文艺
工作者价值选择的试金石。在人民波
澜壮阔的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
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
民的史诗。从《雷雨》《龙须沟》到《茶
馆》《蔡文姬》，从《平凡的世界》到《觉
醒年代》，文艺创作对人民创造历史的
伟大进程给予了最热情的赞颂，对一
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
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
予了最深情的褒扬。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每
一位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也是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新时代的
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主动融入中国梦的伟大
实践，从人民生活实际出发，将“走入生
活、贴近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态
度，从人民的实践和生活中汲取营养，
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
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文艺工作要坚守人民立场，就是要
依据人民的需要，在展现人民生活的基
础上提高创作

坚守人民立场的创作才能表达人
民的心声，才是人民的需要，更是社会

的需求。文艺反映的是人民生活普通
而又实际的状况，要集中、典型，同时也
要有理想。扎根于人民立场基础上创
作出来的作品，才能让人民在作品中看
到自己的影子，被歌颂的人物会让人民
倍感亲切，这样的作品具有人民的温
度，更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鸣。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
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反
之，远离现实的社会实践和时代主题，
陶醉于自我小天地，只能被时代淘
汰。积极反映人民生活，应当关注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进行的伟大实践，这是新时代文艺
发展的初心，也是文化自信的现实保
障。积极反映人民生活，必须站稳人
民立场、紧扣时代脉搏、扎根基层现
实，把人民群众的柴米油盐、急难愁盼
作为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积极反映人
民生活，应当关注人民喜怒哀乐的真
情实感，文艺通过生动饱满的艺术形
象打动人，充沛的情感感染人，因此，
只有用心用情了解人民，才能创造出具
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文艺创作要出精品，文艺就要热爱
人民，坚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对文艺工作者来讲，“热爱人民”
不能是一句空话，不仅重在行动，而
且关系到文艺成就的高低。文艺工
作者只有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人民
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才能深入

到人民的精神世界，从而创作出人民
群众喜爱的作品。优秀作品最根本
的决定因素在于能否“为人民抒写、
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能否将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与文艺规律联
系起来。

柳青创作《创业史》，为了深入了解
农民，他定居皇甫村 14年，与人民群众
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与人民的思想情感同频共振，在人民中
体悟生活本质。与柳青一样，优秀的作
家都是热爱人民的作家。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平凡生活中蕴含着不平凡的
伟力，优秀作品无不是讴歌生活中的光
明和正义，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和信心；用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和潜移
默化的方式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区分是非、善
恶和美丑；增强人民的道德判断力和道
德荣誉感，引导人民讲道德、尊道德、守
道德。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
都应该满腔热情地讴歌伟大时代，弘扬
民族精神，塑造美好心灵，传达人间真
情，激发人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这
应是优秀作品永远的追求，也是人民群
众对作家、艺术家的热切希望。只有在
创作中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引起受众的
共鸣，只有对祖国、民族、人民、时代、社
会负责任的作家、艺术家，才能真正引
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才能赢得人民
的喜爱。

坚守人民坚守人民立场立场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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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节气交节在 12月 7日或 8日，此时太阳
到达黄经255度，直射点快接近南回归线，北半球
昼短夜长，因而民间有“大雪小雪，煮饭不息”

“大雪小雪，烧锅不歇”等说法，用以形容白昼短
到一天内几乎要连着做三顿饭了。《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载：“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
此而雪盛矣。”大雪节气，标志着中国大部分地区
寒冬将至。

《二十四节气集解》：“大者已盛之辞，由小至
大，亦有渐者。”从字面上看，到了大雪节气，雪愈
下愈大，胜于小雪。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降
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大了，并不指降雪量一
定很大。

大雪三候：一候鹖旦不鸣；二候虎始交；三
候荔挺出。鹖旦又叫寒号鸟，盛夏时，羽彩斑
斓，整日鸣叫，到了深冬，毛羽脱落，不再鸣叫；
在阴气极盛而衰、阳气有所萌动时，老虎开始求
偶，荔草破雪而出，开始新一轮生命周期。

俗谚云，瑞雪兆丰年。冬季的降雪能补充土
壤的水分，同时，积雪可以保护土壤的温度不至于
太低，对于作物越冬有很大的好处。“冬雪落一尺，
虫埋土一尺”，降雪天气寒冷，雪融化时又可以吸
收大量热量，使土壤变得非常寒冷，将土壤里破坏
作物的病毒、害虫冻死，雪下得越大，第二年的虫
害就越轻。所以，降雪对农作物是很有好处的。

大雪期间的农事活动虽不如夏季繁忙，但也
不能放松。大雪节气后，冬小麦进入冬眠状态，停
止生长，麦田管理要以保苗为主。冬季气温低，西
北风多，风速强，空气干燥，如果麦田整地粗糙，坷
垃多，底墒就不足，因此，防止冬小麦的干旱死苗
是这个季节里很重要的工作，必要时应在麦田里
增加盖土，填补田间裂缝。在此期间，要抓住田间
农活较少的时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
开展积肥造肥活动，处理秸秆，消灭越冬害虫。

大雪时节，气温骤降，在北方，人们喜欢吃羊
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羊肉能够“虚劳
寒冷，补中益气，安心止惊，五劳七伤，开胃健
力”。可见羊肉能够抵御风寒，滋补身体，对风寒
咳嗽、慢性气管炎、虚寒哮喘、腹部冷痛、体虚怕冷
等症状，都有一定的治疗或补益效果。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大雪日，北方中
国，生起暖炉烹老汤，三两围坐，暖意融融。

晚来天欲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能饮一杯无？？
张春玲

组图为12月8日榆次区玉湖公园

节气里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