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源河畔，乡村振兴的劲风吹拂
着每一寸土地。干净整洁的街道，绿
意盎然的田间，无不昭示着环境整治
带来的显著成效。

祁县凭借丰富的县域资源和坚实
的产业基础，在每一处细节上精雕细
琢，将蓝图变为现实的美景。3 个闪
耀的精品村、26个提档村如明珠般镶
嵌在昭馀大地上，88个经过整治的村
庄焕发出崭新的光彩。全县117个行
政村犹如凤凰涅槃，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蓬勃生机。

依托“百乡千村”行动实施，这个位
于晋中北部的县城，正在用实际行动走
出一条独具祁县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文化赋能 打造农文旅新名片

沿着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彩色

步道一路向北，就来到了位于昭馀镇
刘家堡村的王维水墨小镇。这里以
王维故里文化为底蕴，唐诗宋词跃然
墙上，王维塑像静立其中，亭台水榭
间流淌着千年的诗意，如诗如画。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
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写生教学基地
民宿乳白色的外墙上，王维的一首

《相思》，让人忍不住吟诵起来，旁边
席上一身红衣的女子在绿树山丛中
娇羞的配画，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流
动的水墨画中。四栋四层楼的民宿
错落有致，每一栋都通过不同的诗词
和意境展现出独特的韵味。

近年来，祁县将祁县籍唐代诗
人，享有“诗佛”“文人画南宗鼻祖”之
称的王维作为城市符号，打造生态和
文化相辉映、历史与现代相交织、水

墨与诗词相融合的王维水墨小镇。
“经过前期道路修建、立面改造、

农户改厕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墨小镇
已初具规模。目前，已经建成的建筑
群为王维水墨小镇一期工程王维文化
创意产业园，包括王维主题馆、少年科
学院、水墨乡村酒店等。”刘家堡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继强介绍，刘
家堡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通过研学
游、团建、写生等全面发展乡村旅游。
下一步，刘家堡村将成立强村公司，进
一步整合沿线资产资源，通过制度化
规模化长效化管护运营，壮大村集体
经济收入，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王维美术馆前方，工人们正在
对长达 180 米的文化墙进行外墙保
护，新上的彩绘在阳光的照射下格
外闪耀。 （下转第4版）

振 兴 画 卷 正 翩 跹
—— 祁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郝宇佳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重要民
生工程。市委书记常书铭
强调，要深刻把握塑形铸魂
丰富内涵，全力强化产业赋
能支撑作用，充分发挥真抓
实干的主观能动性，真下功
夫、下真功夫，在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第一线解
决真问题、练就真本事、见
到真成效，推动乡村由表及
里、形神兼备全面提升。祁
县是全省少数无矿产资源
县，农业和文旅服务业占比
较重，其依托县域资源、产
业基础，瞄准市场需求，发
挥特色优势，奋力推进特优
产业就近升值蓬勃发展。

夏风送爽，瓜果飘香。
近日，记者深入昭馀大地，
探寻祁县如何依托独特的
资源优势，精心培育特色
优势产业，让乡村振兴的
果实更加丰硕，惠及广大
农村农民。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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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7 月
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上海合作
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
推动绿色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
国 家 的 共 识 。 近 年 来 ，中 国 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 裕 、生 态 良 好 的 文 明 发 展 道
路 ，美 丽 中 国 建 设 取 得 举 世瞩

目的巨大成就。中方希望通过
本次论坛，同各方加强绿色发展
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
是新型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
范。近日，中国接任上海合作组
织轮值主席国。中方愿同各方一
道，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协

作，推动绿色发展，谱写共同发展
新篇章，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
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绿色发展
论坛当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开幕，
主题为“携手绿色发展，推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由上海合作组织
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生态环境
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上海合作组
织秘书处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致贺信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
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创造性提出并深刻阐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
定位和重大意义，凝聚起全党全国“将改革进行到
底”的坚定信念和磅礴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
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
不竭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2年 11月 29日，在国家博
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刚刚上任的习近平
总书记庄严宣示。

几天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赴地方考察选择了
改革开放前沿广东。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彼时的中国，正行至新的历史关头，也肩负新的
历史重任——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
段，美好的愿景成为紧迫任务。

环顾国内外环境，审视机遇与挑战，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强调改革之于国家、之于民族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
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创造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
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

面向未来，也唯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发展才能
获得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党和人民才能在滚滚时
代潮流中大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枝
繁叶茂、生机无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人以果断
决策和坚定行动，向世人表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
意义”明确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
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随即，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和中央深改委会议加强了改
革顶层设计；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宝贵经验，不断推进
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改革注入强大思想和行动力量；
部署和推进一系列改革攻坚战，用改革的思路和办
法解决了许多难题，办成了许多大事……

2018年11月，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习近平总书记邀请外国领导
人登上复兴号高铁的模拟驾驶台。当时速达到350公里，外国领导人连声赞叹：

“太快了！”
“快”，也许是对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最直观的概括。
改革潮起，带来一个活力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坚决

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下转第3版）

创
造
中
华
民
族
新
的
更
大
奇
迹

—
—

新
思
想
引
领
新
时
代
改
革
开
放
述
评
之
一

新
华
社
记
者

见4版

确保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与启示述评之三

7月6日，和顺县松烟镇田润生态农场里，工人正在采摘西红柿。近年
来，该农场依托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一年四季不间断种植绿色蔬菜，促
进当地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程 婧 摄

本报讯 （记者李晓雯）7月 8日，
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榆次区召开，围
绕垃圾革命和加大投资主题，在全市
上下再掀比学赶超新热潮。市委书记
常书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千万工程”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对山西工作的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
及省委部署要求，市级统筹、县为主
体，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无死角、全覆
盖打好打赢垃圾革命攻坚战，持续纵
深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加快乡村由表
及里、形神兼备全面提升，全力打造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我市在全省推动
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作出更大贡
献。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星主持会
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冯晓雷
通报关于全市农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投入及全市域垃圾治理
情况。市领导刘伟、赵成武、张英杰、
许利伟、李哲、赵宏钟、岳志坚参加。

会上，市委、市政府现场对榆次区
给予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

“百乡千村”治理行动奖补资金 500万
元，总计已向寿阳、介休、太谷、榆次 4

县（区、市）奖出2000万元，进一步亮明
表彰先进、奖励先进的鲜明态度。同
时，不避问题、不掩差距，现场播放《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百乡千
村”治理行动随机“点”现场》专题片，
通报了目前各县（区、市）“两高”“两
沿”存在的垃圾乱堆乱倒现象。榆次
区、灵石县、昔阳县、市城市管理局主
要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通过比学
先进、问题倒逼，激励鞭策全市上下以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谋
在实处、干在实处、成在实处，有力有
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常书铭在讲话中指出，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的先手棋、重头戏，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推进“百乡千村”治理行动开
展以来，全市各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要看到，
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再生性特点的
垃圾问题仍是最大顽疾。要认真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础设
施建设与体制机制创新两手抓，以等
不起的责任感、坐不住的紧迫感、争一
流的使命感，强力推进“垃圾革命”，实
事求是、久久为功，全力打赢垃圾革命
攻坚战。

围绕垃圾革命和加大投资，常书铭
强调，一要全市域覆盖。处理好重点
路段与一般区域的关系，以县域为单
元，以高速和高铁沿村、沿线为重点，
统筹其他区域，打造城乡一体“风景
线”。处理好典型示范与全域推进的
关系，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垃圾治理典
型示范村，榜样带头，典型引路，全域
提升。处理好明街与暗巷的关系，推
动乡村全方位、立体化美起来。处理
好村庄环境与美丽庭院的关系，培育

“美丽庭院”示范户，以庭院“小环境”
扮靓村庄“大环境”。二要全链条管
理。各县（区、市）要因地制宜探索实
用管用的人财物统筹投入机制、收运
处一体化运行模式和专业化闭环处置
体系，集中力量限时攻坚。前端要精
准收集，建立以户分类、专人专管、定
时收集的模式；中端要高效转运，构建
与处理需求相适应的分类转运体系；
末端要集约处理，推进全域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三要全方位
投入。明晰“钱从哪里来”，发挥财政
资金“四两拨千斤”撬动功能，形成向
上争取、财政奖补、部门整合、集体补
充、社会捐助、群众自筹的多元化投入
格局。明确“钱到哪里去”，坚持量力

而行、尽力而为、事在人为，从群众反
映最强烈的脏乱差环境做起，将资金
投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让群众
可感可及、得到实惠。明白“钱该怎么
花”，强化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导向，形
成更多投资实物量；树立“过紧日子”
思想，严格资金审核和监管，每一分钱
都要“用在刀刃上”。四要全动员攻
坚。加快构建“市级统筹、专班指挥、
县区落实、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工
作体系，党政领导亲自抓，躬身入局，
较真碰硬抓好落实；专业队伍专门抓，
优化县乡垃圾清运队伍，实现高效运
转；广大群众合力抓，用勤劳双手建设
美丽家园。五要全方面保障。党建引
领全域环境治理提质增效，引深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行动，深化自治、法治、
德治三治融合，引导农民群众自觉参
与整治家园。加强督查督导，以督促
干、以督促改、以督促制、以督促优。

刘星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保持
工作定力，持续推进环境整治。深入
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抓
实抓细农村垃圾处置“全链条”，提高
清洁、收集、转运、处理等能力，推动整
治见实见效。要激发投资活力，持续
聚焦项目建设。 （下转第4版）

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榆次区召开

因地制宜坚决打好垃圾革命攻坚战
推进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全面提升

常书铭出席并讲话 刘星主持 冯晓雷出席

昨天，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榆
次区召开，对深化垃圾革命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再推进。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保持定力，因
地制宜、持续发力，按照“全市域覆
盖、全链条处理、全方位投入、全动员
攻坚、全要素保障”五方面要求，以永
远在路上的恒心和韧劲，以垃圾革命
为突破口，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由

“干净整洁”向“生态宜居”转变，实现
环境卫生与乡风文明“内外兼修”。

打好全市农村垃圾革命攻坚战，
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开展

“百乡千村”治理行动的首要任务，是
全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三大革命”
（厕所、垃圾、污水）的首场硬仗。我
市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先手棋，坚持

“两把扫帚扫到底”，一把扫思想灰
尘，转观念、变思想；一把扫环境垃
圾，全面吹响农村垃圾治理冲锋号。
通过前一阶段的集中治理，大家看
到，村中道路干净整洁，农家小院整
齐美观，村庄建设了垃圾收集点、配
备了垃圾箱、垃圾清运车辆和保洁人
员，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放置、
专人收集、及时清运。部分村庄建设
了休闲广场、公共停车场、活动中心、

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村庄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派美丽的乡村
风光。

通过不懈努力，全市农村环境改
善有目共睹，但我们也要看到垃圾治
理有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不是“一阵
风运动”，不是朝夕之功，更不可能一
蹴而就。特别是在垃圾革命攻坚战
中，还存在部分县投入力度不够、农
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
展缓慢、部分县引入社会资本投入不
足、距离目标要求还有差距等问题。
这就要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
真学习领会本次现场推进会精神，充

分借鉴先进经验，将这场垃圾革命不
断推向深入。

要加大宣传，积极引导。充分利
用各类媒体，鼓励全社会参与到农村
环境长效治理中来，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共同维
护良好的生活环境。要利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环境优美示范
村”“清洁文明户”“文明家庭”等评比
活动，广泛开展农村环境宣传教育，
强化农民群众的环境卫生意识，引导
他们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要建章立制，落实职责。按照属
地管理的原则，建立农村环境长效管
理体系，建立健全各项管理、管护、检
查、监督规章制度，制定群众普遍接
受和遵守的村规民约，建立符合农村
实际、得到农民支持、真正起到效果
的村庄长效管理模式，促进农村环境
长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下转第4版）

以垃圾革命为突破口着力改善乡村环境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