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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进行时

敦煌，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
泉，照鉴过去，也照耀未来。

80年前，1944年1月，国立敦煌
艺术研究所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
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
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新中
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
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表示
了对这座底蕴深厚的丝路古郡的向
往。2019年8月，总书记来到这里考
察调研，深情地表示，此行实现了一
个夙愿。

从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
范，到打造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从莫高
精神的代代传承，到敦煌文化的发扬
光大……殷殷牵挂、谆谆嘱托，展现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老文脉的深厚情
结，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深邃思考。

“敦煌我一直是向往的”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丝路重
镇敦煌，多元文明在此交汇，孕育莫
高窟的华光璀璨。

2019 年初秋，在甘肃考察调研
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走进莫高窟第 323 窟，习近平
总书记望向北壁上的一幅壁画。

“这是张骞。”总书记说，随即又
问，“这是什么时代画的？”

“初唐时期。”负责讲解的敦煌研

究院文化弘扬部副部长宋淑霞向
总书记介绍。

虽然是第一次走进莫高窟，但是
总书记对文物的熟悉程度令工作人
员惊讶和感动。

这种熟悉，缘自习近平总书记对
敦煌长久以来的一份情结。

1986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
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甘肃调研交流，
因时间紧、路途远而没能到敦煌。直
到30多年后说起这段往事，总书记还
提到了当时的那份遗憾。

后来，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
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大学调研，参观

“浙大文库”时，对著名敦煌学家姜亮
夫的学术成就如数家珍。

到中央工作后，2009年，习近平
同志到兰州大学调研，叮嘱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将敦煌学
做强做大，为国争光”……

“心向往之”的背后，是至为深邃
的思考。

翻开史册，河西走廊风云际会，
敦煌盛时气象万千。

巍巍大汉，从此处望向长安，数
千里路途中 80 余处驿站，沿途“使
者相望于道”，敦煌更是“华戎所交
一都会”。

隋唐盛世，丝绸之路北、中、南三
条路“总凑敦煌”，敦煌成为丝路“咽
喉之地”，驼铃声声、商贾云集。

（下转7版①）

习近平的敦煌情
新华社记者

1月26日，市民在洞口县文昌街道商场“年货大街”选购物品。春节临近，该县年货市场物资丰富，前来采
购年货的市民络绎不绝，呈现购销两旺的红火势头。 滕治中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肖旭菲） 1月26日起，邵
阳武冈机场进入春运运行模式。春

运期间，邵阳武冈机场将在运行保
障、安检效率、真情服务和氛围营造
上发力，全力以赴为每一位旅客提

供“真情服务”，温暖每一段旅程。
春运期间，邵阳武冈机场将统

筹抓好春运期间安全生产、服务保
障等工作，提前排查治理安全隐
患、强化空防安全管控、制定应急
处置预案，做好人员、物资、设备以
及应对寒潮雨雪等极端天气情况
的各项准备工作。（下转7版③）

邵阳武冈机场：

真情服务 旅途如家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姜颖娅） 作为全市最大
的铁路枢纽，邵阳火车站如何确保
春运期间旅客走得了走得好？1月
26 日，记者从邵阳火车站获悉，该

站已做好运力统筹，每天安排80列
客车保障旅客出行。

春运期间，邵阳火车站每天安
排客车 80 列，同比增加 9 列。开
行方案中，动车组列车 70 列，与

2023 年同比增加 5 列，其中图定列
车组 61 列、高峰线 9 列；普速旅客
列车 10 列，其中图定客车 9 列、临
客1列。

春运期间，预计邵阳火车站客
流最高峰为 2 月 15 日、17 日、18 日
及2月25日（正月初六、初七、初八
及十六），日均将发送 2.5 万人次。
整个春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 40 万
人次，较2023年增加3.6万人。

邵阳火车站：

每天安排80列客车保障运力

从“提篮小卖”到品牌整合，从
“单打独斗”到企业引领，从千家万户
分散生产到基地化建设……喜看今
日邵阳，粮食生产连年丰收、设施农
业建设繁荣美丽、农村居民收入大幅
增长、现代农业驶入蓬勃发展的快车
道。一条条平坦村道通村达户，一项
项农业产业项目落地生根，一批批拥
有梦想和技术的人才涌入农村，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邵阳是全省粮食生产大市、生猪
生产大市、奶业大市，是全省最大的中
药材生产基地、集散地和中药饮片主
产地，同时也是湖南茶油的主产区，无
籽西瓜、礼品小西瓜、珍品南瓜、苦瓜
育种全国领先。近年来，邵阳挑稳农业

“金扁担”，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
础上，构建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培育
特色优势产业，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打
造农业全产业链，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动能更强、势头更好。2023年，全
市十余项农业农村工作在全省排名靠
前，市本级、新宁县被公示推荐为省政
府2023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真抓实
干督查激励对象，双清区被公示推荐
为省政府2023年度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真抓实干督查激励对象……全市实
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42.94亿元，同
比增长 3.5%，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18128元，增速全省第一。

田畴沃野硕果累

寒冬时节，农事暂休，万物养精

蓄力。我市多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现场机器轰鸣，挖掘机、农用车在田
间地头穿梭，各种机械正开足马力，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1月27日，在洞
口县黄桥镇双竹村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程项目现场，放眼望去，集中连片
的台地平整，机耕路贯穿其中，水沟
主渠和分渠纵横相连，一幅“地平整、
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的农业新画
卷已然铺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贯彻落实“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水”战略的
重要举措。2022年，我市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如期保质完成，2023 年项
目快速顺利推进。2023 年 10 月 12
日，全市 12 个县市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工程施工招标全部完成，位居
全省第一。10月23日，全部项目所有
工程施工标段实现全面开工。

“面朝黄土背朝天，人手一把镰
刀，一个人每天只能收割一亩左右水
稻，汗水与稻穗相碰撞，身上奇痒难
耐，红肿一片……”想起以前的水稻
收割场景，大祥区檀江街道多田村的
种粮大户黄首成感慨万千。“如今的
水稻育秧、管理、收割各环节都可以
实现机械化，一台收割机每天能作业
几十上百亩，早上还是田里的稻，中
午就成了袋里的粮。智能植保无人
机、大型收割机等机械设备成了主
角，人只起到辅助作用，农民轻松了，
农业也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下转7版②）

“农”墨重彩谱华章
——我市2023年农业农村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通讯员 刘晟

2023年收官，湖南邵阳市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2770亿元，九大重点产业
链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2500亿元，全
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稳中有升。

2024年开局，邵阳市县主要领导
继续带队外出招商，凝聚全市“一条
心”；10个“揭榜挂帅”科技项目、重大

科技人才项目现场签约……科技创
新引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
了新动能。

过去的一年，邵阳锚定“三高四
新”美好蓝图，以强党建抓作风引领
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
资、促消费、优环境，持续巩固经济向
好态势，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书写
了精彩篇章。

产业兴邵“强筋壮骨”

2023年，邵阳市三次集中开工项
目264个、总投资709亿元，一批打基
础、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作为湖南工业版图上的重要组
成部分，邵阳工业的兴衰始终关乎湖
南发展全局。

在位于邵阳经开区的湖南邵虹
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仅有
0.5毫米的超长超宽超薄液晶基板玻
璃正一批批产出，其厚度、翘曲、应力
等关键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我们目前正在加快第二条热端生产
线建设。”董事长刘正茂介绍，“项目

全部建成量产后，年产玻璃将达到
7000万平方米。”

如今，邵阳市已建成特种玻璃产
业科研平台，集聚下游企业 80 余
家。产值近 200 亿元的特种玻璃产
业集群正全速生产。

2023年，邵阳市实施投资亿元以
上工业项目188个，新增产值亿元以
上企业 142 家，比沃电子、邵阳液压
等投资过 10 亿元项目投产达效，金
盘科技、宝东医药等投资过 20 亿元
项目开工建设。邵东打火机产业集
群成功获批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
业集群。

在位于新邵县的湖南凯通电子
有限公司车间里，机械手忙碌不停，
印刷、烧成、蚀刻、调阻、COB 封装
……数十种特殊材料经过30多道工
序的加工，凝结成一枚枚小小的热敏
打印片。

“难归难，但这项技术终于还是
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董事长
王共海拿起一枚成品感慨道。

（下转2版）

锚定“三高四新” 产业“强筋壮骨”
——湖南邵阳推动高质量发展观察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姚羽

2023 年，我市锚定“三高四
新”美好蓝图，聚焦高质量发展首
要任务，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
进取、真抓实干，稳的态势持续巩
固，进的动能加速汇聚，现代化新
邵阳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去年怎
么看？今年怎么干？1月18日，新
华每日电讯推出《锚定“三高四
新” 产业“强筋壮骨”》报道，推介
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
章”，本报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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