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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②）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关于进一步理清消防监管
职责强力排查整治全市消防
安全重大风险隐患工作的通
知(送审稿)》《邵阳市人民政
府领导干部消防安全责任清
单和年度工作任务清单(送
审稿)》等系列文件。会议强
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消防安
全底线思维，以全面的排查
整治和持续的精准发力，扎
实推进重大风险隐患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行动，坚决确保
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湖南省邵阳市油茶产业发
展示范奖补项目管理暂行办
法(送审稿)》《关于推进油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送审稿)》等系列文件。会议
强调，油茶产业符合我市地
方实际，顺应市场需求，是我
市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
势的生动实践。各级各部门
要做到坚定油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信念信心不动摇，把
握目标任务不动摇，强化组
织保障不动摇，全力支持、合
力推动全市油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节能减排
工作以及其他事项。

（上接1版③）
会议指出，开展改善生

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目
前取得了初步成效，要及时
总结汇报可复制、可推广的
工作经验，不断推动专项民
主监督活动纵深开展。要紧
扣“解决问题”和“百姓实际
感受”两个关键，充分运用好
政协云平台，强化宣传引导，
营造良好氛围。要用好考核
指挥棒，把委员参与度作为
委员考核的基本内容，引导
委员积极建言，认真做好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提高民主
监督实效。各专委会要以更
强合力推动工作落实，为邵

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作出更
大贡献。

会议强调，市政协各专
委会要坚持不懈做好联系界
别委员工作，加强与界别、委
员的经常性联系，深入了解
委员的工作、履职、学习情
况；立足专委会特点，彰显界
别特色，深入挖掘、推介一批

“叫得响、履职优、过得硬”的
优秀典型，突出示范引领作
用，激发委员履职热情，促进
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不断推
动政协事业蓬勃发展。

会议还听取了 2023 年
一季度政协云工作情况汇
报。

（上接1版①）
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防沙治沙

任务不可谓不艰巨。
也正因如此，东西绵延4400多公里的

“三北”工程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生
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一走进新华林场，就会感受到人和时
间的力量。

杨树、柳树、苦豆子、紫穗槐、杨柴……
一众乔木灌木，顽强地向贫瘠的土地扎根，
坚韧地向上生长。

深一脚浅一脚，总书记走进正在治理
的沙地，久久端详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栽
种的树，颇为感慨：“像‘三北’防护林体系
建设这样的重大生态工程，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才能干成。”

望向一排屹立在沙丘上的杨树，当地
干部说，看得见的是傲然挺拔的杨树，看不
见的是年年反复补种，直到成林后，宛如一
道水闸，牢牢把沙漠固定住。这，是治沙人
的韧劲。

走向一丛稠密的杨树，熟悉林草的专
家说，为了提高成活率，当年植树用的是扦
插法，治沙人把整捆的树苗插在沙子里，密
密麻麻长在一起，就像一堵绿墙。这，是治
沙人的狠劲。

林场里的老职工说，过去人工种树很
辛苦，白天黑夜地在沙地里弯着腰挖坑、栽
树、浇水，“种一棵树要磕三个头”。这，是治
沙人的干劲。

“三北”工程背后，是多少感天动地的
英雄故事。

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到了“三北精

神”，并深情讲起他见过的那些用一辈子去
坚守的治沙人：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甘
肃八步沙林场“六老汉”，塞罕坝林场望海
楼的护林员夫妇……

正是无数平凡的他们，以尺寸之功积
累千秋之利，创造了世界上最大人工造林
面积的绿色奇迹。

“这件事不能歇脚，不能松懈。”
考察中，总书记将防沙治沙比喻成“滚

石上山”，“稍不留意大石头就滚了下来”，
并语重心长地说：“搞生态文明建设，上要
对得起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下要对我们的
子孙后代有所交代。”

不可须臾懈怠，必须只争朝夕。
总书记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勇担使

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新时代
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阴山下、黄河边，领悟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关于“六个必须坚持”的论述，我们对报
告中的这个论断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万事
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
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
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时，总书记
曾深刻指出：“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既讲人
定胜天，也讲人水和谐。”

治水如此，治沙亦如此。讲“人定胜天”
和讲“天人合一”，并不矛盾。

在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的沙
盘前，总书记驻足良久。从历史沿革到山川
地理到工程技术，总书记详细听取介绍，思
考着“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内在机理。

“总干渠—干渠—分干渠—支渠—斗

渠—农渠—毛渠”，河套平原上的7级灌排
体系，如人体血脉般延展扩散。在这拥有
1100多万亩耕地的平原上，竟有灌排渠道
10.36万条，总长6.4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
道的一圈半。随着西高东低的地势，黄河之
水自流灌溉，润泽沃野，筑就秀美粮仓，成
就了人水和谐的典范。

“开渠的人，千古留名、青史留名啊！”
“它将来会作为百年、千年基业留下来的。”
总书记赞叹道，“看到灌渠建设，我很感慨，
一个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再
一个是几千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创
造，非常可贵。”

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天下黄河
为何唯富一套？答案就在于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善用自
然之力。

正是基于此，谈治水，总书记提醒：“河
套地区条件得天独厚，虽然不缺水，但也要
节约水资源，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
水产业，不能搞大水漫灌。”

谈治沙，总书记叮嘱：“既不能在不适
宜的地方改造沙漠，也不能观望、畏手畏
脚。有些沙漠改不好、改不了，不要知其不
可为而为之。”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山水林田
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这句话的背后，还
有一句话：“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也是天人合一、万物
并育的中国智慧。

（新华社内蒙古巴彦淖尔6月 10日
电）

跟着总书记感悟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内
蒙古之行，历时四天，两地
调研、两次开会。在黄河逶
迤而过的巴彦淖尔，6 日
下午召开了加强荒漠化综
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
总书记评价“具有标志性
意义”。

巴彦淖尔位于“天下
黄河，唯富一套”的河套平
原。千百年来，林在较量
沙，水在滋养田，日升日
落，繁衍生息。

把镜头拉长。中国版图
上，一条西起塔里木盆地、
东至松嫩平原西部的万里
风沙带，正是中国荒漠化防
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
程的攻坚克难之地。

“三北”工程始于改革
开放那一年，立志化“万里

风沙”为“绿色长城”。披
荆斩棘四十五载，习近平
总书记深入调研后作出论
断：“实践证明，党中央关
于防沙治沙特别是‘三北’
等工程建设的决策是非常
正确、极富远见的，我国走
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
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
防沙治沙道路。”“铸就了

‘三北精神’，树立了生态
治理的国际典范。”

但防沙治沙形势依然
严峻。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明方向、谋思路、作
部署，发出了“努力创造新
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
迹”的时代号召。

（全 文
详见云邵阳
新 闻 客 户
端）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主持

召开专题座谈会纪实

长沙花鼓戏在20世纪曾有过辉煌历
史，随着喜爱花鼓戏的一代人逐渐老去，
观众老龄化的问题愈发突出，不少演出出
现“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的局面。

近年来，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
心创造出《花猪司令》《瓜子红》等多台现
代题材剧目，将地花鼓、民歌小调与摇
滚、爵士、说唱等多种音乐表达相融合，
在扬琴、琵琶等民族乐器与吉他、贝斯等
西洋乐器的碰撞中，把社会发展、乡村振
兴的故事娓娓道来。除了新的表演形
式，短视频和直播也成为推广花鼓戏的
方式，迄今，剧团举办了30余场直播，在
互联网平台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

“现代题材剧目保留了原汁原味的

花鼓戏元素，也在音乐风格、灯光道具、
表演形式上加入了‘新潮’的创新元素。”
该中心主任王勇说，未来还需不断总结
经验，坚持内容为王，创作更多年轻观众
爱看的“好戏”，让更多人看见花鼓戏、听

见花鼓戏。
图为6月5日，游客在长沙市坡子街

火宫殿观看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 摄

古今相映
东西唱和

——长沙花鼓戏发“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