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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7 月 30 日电 （记
者 梅常伟）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26日到西部战区空军视察，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西部战区
空军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向全体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
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
日祝贺。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
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提高部队
现代化水平，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
的各项任务。

盛夏的成都，满目葱茏，生机勃
勃。上午10时 20分许，习近平来到西
部战区空军机关，了解部队建设和备

战打仗工作有关情况。习近平对西部
战区空军组建以来各项工作和完成任
务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习近平强调，要紧贴任务需要，适
应特殊环境，深入推进军事斗争准
备。要周密组织日常防空，确保空防
安全。要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
战斗力，有机融入作战体系。要统筹
航空兵部队和地导、雷达、电子对抗等
部队发展，推动作战能力整体提升。
要坚持不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
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加强重难点课
目专攻精练，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

习近平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全
军党的建设会议精神，确保党从思想
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要扭

住高层党委，坚持以上率下、从严要
求，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能力，把
党委班子自身建设搞过硬。要高度重
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
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
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坚
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压紧压实各级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把正风肃纪反腐不
断向纵深推进。要落实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部署要求，抓好部队主题教
育，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
持把问题整改贯穿始终，在解决一个
个问题中推动工作落实，开创部队建
设新局面。

何卫东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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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林晖 施雨岑
王鹏 徐壮

7月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观“世纪逐梦”、

“巍然王都”、“天地人神”等展陈，了解
三星堆遗址发掘历程和古蜀文明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三
星堆博物馆新馆的落成使用表示热烈
祝贺，向广大考古工作者表示衷心感
谢和崇高敬意。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
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
文化自信，溯源历史、寻脉中华，关心

推动考古事业向前发展，为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指引前进方向。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
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
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新石器时代“7000 岁”的陶人面
像、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商代象
牙杯、周代铜牺尊……

2023年6月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中国历史研究院内的中国考古博
物馆调研，仔细询问最新考古发掘成果。

随后，一场聚焦“文化传承发展”
的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以“连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凝练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
刻阐明“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

了振奋人心的号召——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

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传承发展，同考古事业息息
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
长陈星灿，对三年前的一幕记忆犹新。

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
代表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

陈星灿向总书记介绍我国考古事
业发展情况。

“我当年也是准备学考古的，后来
没有学成。”听完陈星灿的介绍，总书
记亲切地说，“考古是花钱的行当，过
去没有钱，现在应该加大投入，把考古
工作做好。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很重
要，要继续深入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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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心考古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7月 25日至 2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四川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既为
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提出明确要求，
也为各行各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指明方向。

大家表示，新时代阔步新征程，要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
首要任务，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守护中华文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守护：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支撑高质量发展

古蜀道上，翠云廊中，千年古柏诉
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追求，

蕴含着中国人的生态智慧。
“在古蜀道翠云廊，习近平总书记

屡屡驻足、详细询问。”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元市蜀道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蔡东洲说，“当前古柏群
保护进入了最好时期，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注入了信心与动
力。下一步，我们将拓展科研团队，加
强跨学科研究，为当地生态资源的保
护、开发、利用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撑，
不断擦亮翠云廊这张生态文明名片。”

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
框架，抓好制度执行，同时充分调动广
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让四
川省广元市委书记何树平备受鼓舞：

“近年来，我们围绕‘林长制’实施了一
系列措施，干部群众植树、护树、爱树
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我们将认真落实
好总书记的要求，不断巩固发展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在此基础上，

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文物
古迹保护和活化利用，不断彰显生态
价值优势和文化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汉江流域生
态保护。7月29日，在返京途中，习近平
总书记走下列车，来到汉中市考察。

“总书记的到来更加坚定了我们汉
中水利人守好源头水、建设‘幸福园’的
决心。”陕西省汉中市水利局干部刘庭
均表示，“作为一名基层水利工作者，我
将和同事们落实好总书记要求，促进生
态保护同生产生活相互融合，以高品质
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在汉中考察流域生态保护，在四
川强调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河的关注，令广西
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贵台镇总河
长、镇党委书记利远远深有感触。

“一条河流绵延不绝，关系周边生
态系统和谐，关系沿河人民群众福
祉。”利远远说， ■下转第3版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激扬广大干部群众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李永桃

墙体修缮、管网入墙……经过实
施老旧小区改造，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公交综合小区焕然一新。呼和浩特市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信息显
示，2023年大学西路街道公交综合小
区等 5个老旧小区楼房主体改造工程
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100%。

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
活动最集中的地方，老旧小区改造是
新型城镇化建设、增进民生福祉的重
要抓手。近年来，调动社会资本参与
老旧小区改造的呼声高涨。那么，老
旧小区改造中，我区社会资本参与情

况怎么样？堵点难点在哪儿？如何破
题前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老旧
小区改造，盘活小区闲散资源？记者
展开了深入调查。

政府主导，改造资金财政
依赖度高

自治区住建厅统计显示：自 2019
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这一惠民生、扩内需重大举措以
来，内蒙古累计改造老旧小区 5108
个、67.76万户，涉及建筑面积 5911万
平方米，惠及人口近 190多万，累计完
成投资 148亿元，先后提供了近 10万
个就业岗位。

“目前，老旧小区改造资金来源中，
中央补助资金占比52%，自治区财政补
助资金占比 7.4%，地方专项债占比
12%，电力、通信、燃气等管线单位投资

占比7.4%，居民自筹占比1%左右（主要
包括居民更换窗户、户内管网改造），其
余为地方自筹。社会资金占比较少。”自
治区住建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老旧小区改造主要分为基
础类、完善类、提升类。其中，基础类主
要包括小区内部及与小区直接相关的
供水、排水、供电、移动通信等基础设
施，以及光纤入户、架空线路规整（入
地）和建筑物公共部位维修等。完善类
主要包括拆除违章建筑、物业用房、充
电设施、居民活动室、健身器材、绿化美
化等。提升类主要包括社区、卫生、教
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养老、托育、助
餐、家政保洁、便民市场、邮政快递末端
综合服务站等社区专项服务设施。

“各盟市、旗县（市、区）在实际改
造中，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技术导则》的有关要求，按照基
础类应改尽改、 ■下转第4版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难在哪儿？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出版发行
本报包头 7 月 30 日电 (记者

蔡冬梅）废渣被誉为“放错了地方
的资源”。近日，包钢集团在固废资
源和二氧化碳循环利用领域取得重
大突破，10 万吨碳化法钢渣综合利
用项目成功生产出首批高纯碳酸钙
产品。

在现场记者看到，包钢包瀜碳化
法钢渣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首批下

线的 4吨高纯碳酸钙产品呈奶白色，
这些碳酸钙产品经过烘干、破碎、包
装之后，就可以供橡胶、塑料等行业
下游客户使用。当前企业边生产边
完善技术工艺，预计年底前投产并稳
定运行。

据介绍，包钢集团全球首套 10万
吨碳化法钢渣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2.3
亿元，一期示范产业化项目年消耗 10

万吨钢渣，产生5-6万吨高纯碳酸钙镁
和 6万吨左右含铁料。该项目利用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最新科研技术，消化了
钢渣和二氧化碳，为钢铁行业固废资源
化利用与减碳并行提供可操作、可推广
的“包钢案例”，对再生产物原有高污
染、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产生革命性影
响。项目开建以来，受到国内外钢铁企
业及合作伙伴的密切关注。

全球首套碳化法钢渣综合利用项目产品下线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海军

大家都知道，手机没电了可以用
充电宝充电。那么供给千家万户用的
风电、光伏电等，因发电过程中出现波
动性、间歇性等特征引起电资源匮乏
情况怎么办？2020年乌兰察布市启动
建设了“巨型充电宝”工程，开启了解
决新能源发电过程中出现波动性、间
歇性问题的探索。现在，这个“巨型充
电宝”，可以在电资源丰富时把多余的
电储存到“充电宝”里，电资源匮乏时
从“充电宝”输出补充。

为应对电能资源紧缺或者不稳定，
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2020年，风光资
源丰富的乌兰察布市建设了首个“源网

荷储一体化”国家级示范项目，其中包
括类似“巨型充电宝”的储能项目。

乌兰察布市能源局副局长盖振宇说：
“为了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解决
电力供应缺口，缓解电力供应紧张问题，
2020年在国家和自治区的大力支持下，乌
兰察布市落地了全球规模最大、国内首个

‘源网荷储一体化’国家级示范项目。”据了
解，该项目分为4个子项目，分别是“源+
储+网”模式的新一代友好型电站示范项
目、“源+网+荷+储”模式的源网荷储一体
化绿色供电工业园区示范项目、“源+网+

荷”模式的源荷互动绿色大数据中心示范
项目、“网+储”模式以及关键节点电网侧储
能示范项目。

几场雨过后，四子王旗杜尔伯特
草原恢复了往日的绿意盎然。在草原
深处一个个风力发电机的风叶正在缓
缓转动，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
好绿色电站坐落于此。这也是国内首
个电网友好的风光储一体化电站，“源
网荷储”里储的环节在这里成为现
实。风和光转化的电能在用电低谷时
储存起来， ■下转第3版

“源网荷储一体化”国家级示范项目落地

乌兰察布建设“巨型充电宝”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施雨岑

一只从历史深处飞来的“太阳神
鸟”，点燃了成都的盛夏之夜。古老的
锦官城，与一场青春的盛会热情相拥。

7月 28 日晚，成都大运会隆重开
幕，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现场，见证“成
都成就梦想”的高光时刻。

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意
象，融入整场开幕式，惊艳世人：穿越
三千年时空，“神鸟”翩然而至、灵动旋
转，十二道金芒闪耀，礼花绽放夜空，
圣火熊熊燃烧……成都，以巴蜀文化
特有的语言，抒发着向光明、向未来的
美好祝愿。

在中国西部首次举办的世界性综
合运动会上，人们又打开了一扇读懂

“何以中国”的窗口。
与此同时，成都往北，广汉鸭子河

畔，“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
堆上新了。

26日下午，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
祝贺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落成使用。

走进博物馆展厅，犹如走进一个
天马行空的梦幻世界。

“通天神树”上，金乌栖息、游龙蜿
蜒；青铜纵目面具，凸眼巨耳、神秘庄
严；青铜鸟足神像，头顶尊、手撑罍、脚
踏鸟；形态各异的青铜人头像，聚成气
势恢宏的“方阵”……

展厅里，总书记频频驻足，有时看
完正面，还缓步绕着展柜，察看文物的
不同侧面细节，赞叹“现代人也没有这
种想象力、创造力”。

器以藏礼，物以载道。凝视着这

些熠熠生辉的不朽造物，如何不令人
思接千载。

它们来自哪里？
向总书记讲解的考古专家笃定地

说：“这些文物都是从长江、黄河流域
文明母体中脱胎而来的，是古蜀先民
创新创造的成果，有他们对‘天地人
神’的奇绝想象和精神信仰，亦有深受
夏商文化影响的清晰印记。”

“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
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考古之于探寻文
明根脉的意义，总书记看得很重。

青铜时代的风，轻拂过这片土地，
也吹过山河万里。三星堆，正是中华
文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星辰，正是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

“看过以后民族自豪感倍增，五千
年中华文明啊， ■下转第3版

从总书记四川之行读懂“何以中国”

本报锡林郭勒7月30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近日，第四届全国种
公牛拍卖会在乌拉盖管理区举办。其
中标王为 1头来自云南种畜繁育推广
中心的华西种公牛，成交价66万元。

来自全国15家种公牛站和核心育
种场的种牛参加此次拍卖，全国各地科
研院所专家学者、育种场、养殖企业负

责人、农牧民参与其中。本次拍卖会参
拍种公牛75头，其中华西牛40头。最
终，评选出CBI、GCBI、体型外貌评分、
综合评价等金、银、铜等奖项28个。共
拍卖成交67头，总拍卖额达到1889万
元，华西牛总拍卖金额725万元。

乌拉盖管理区在本次拍卖会中推
选 16 头优质华西牛种公牛参拍。其

中，来自王金强家庭
牧场的种公牛拍出
30万元的高价。

此次拍卖会由农业农村部种业管
理司、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全国畜
牧总站、自治区农牧厅、锡林郭勒盟行
政公署指导，国家畜牧科技创新联盟、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主办，华西牛育种联合会、乌拉盖管理
区管委会、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国家肉
牛遗传评估中心承办。

牛！这头华西牛拍出 66 万元天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