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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蒋彤 陈芳 高蕾

坪山，是深圳年轻的行政区，是
深圳制造业大区和未来产业试验
区。但翻开坪山另一页，会发现这里
精神文明建设与产业发展协奏交响，
改革一路高歌。

“我每天下班都会来图书馆八
层，这里可以免费听黑胶唱片。”社
交媒体上，坪山图书馆的音乐放映
区十分受欢迎。读者戴上耳机，坐
在落地窗边，悠扬的乐声环绕耳畔，
抬头又是满眼绿意，一天的疲惫在
此洗去。

“‘乐’读也是一种文化学习的形
式。”坪山图书馆执行副馆长陆其美
表示，音乐图书馆的创新做法，让大
众接触到更多文化资源，丰富了市民
的文化体验。

令人眼前一亮的“乐”享空间之
外，坪山图书馆还有专为孩子打造的
绘本阅读馆，有面向市民开设的专业

课堂，以及与知名作家、学者面对面
的交流活动。

在数字化阅读的冲击下，图书馆
普遍面临生存难题。而坪山图书馆
成立5年来，顺利实现图书年均流通
量突破 100 万、2023 年进馆人次突
破 100万、5年馆藏总量突破 100万
的目标。

坪山图书馆的发展关键就在于
敢为人先，敢蹚新路。

据了解，坪山图书馆设立之初，
就面向社会，遴选学者周国平出任
馆长、各领域名家大家担任理事会
成员。

“理事会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
使坪山图书馆走出了一条‘政府主
导、专家引领、法人治理、社会参与’
的发展新路径，来自不同行业和领域
的专业人才提供前沿性、专业性的思
路和建议，显著提升了图书馆的运营
水平。”陆其美表示。

坪山图书馆的探索是坪山文化
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坪山在这方面持续发力，打开了
文化创新发展新思路，带动各类文
化资源整合，形成更加丰富的文化
产业业态。

以江岭长守老围屋“修旧如旧”
为基础，引入北京龙马社团队进行活
化利用，按照“与村相融、与人相亲”
思路，打造集戏剧创作、文艺演出等
为一体的长守戏剧谷；充分利用“半
边山水半边城”的自然风光，建成金
龟自然教育步道、红花岭乡土植物步
道等 15条自然研习步道，呈现出一
个没有屋顶的“自然博物馆”……

文化产业搭好台，坪山因地制
宜，打通通道，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
基层。

据坪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局长陈蓝蓝介绍，结合坪山大量高端
人才和产业工人都集中在厂区园区
实际情况，坪山区近年来创新性地提
出政府优质公共文体服务进四区（园
区、厂区、校区、社区）的工作机制，推
动优质公共文体资源在服务场所、服

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效果上实现
转变。

此外，为了进一步扩大文化资源
服务覆盖面，坪山区还在全市率先推
广“馆校共建”“馆企共建”模式，推动

“文化资源+教育资源+企业资源”的
全面打通，6家校园图书馆、1家企业
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成为辖区居
民新的“幸福增长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文
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部署，要求“优
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

“文化的深度决定城市的高度。
下一步，我们将在文化惠民服务、文
艺精品创作、文化人才引进、文旅产
业发展、文化城区建设等方面持续发
力，结合坪山特色优势全力推动文化
事业全面繁荣发展和文旅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为市民们端上更丰富的

‘文化大餐’。”陈蓝蓝说。
（新华社广州7月26日电）

翻 开 深 圳 坪 山 的 另 一 页

□新华社记者 黄浩然 严赋憬

夏日傍晚，暑热未散。家住江西
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街道龙珠社区
的胡美锋，晚饭后与家人们又来到了
乌沙河畔。

夕阳下，只见乌沙河似一条玉带
蜿蜒流淌，岸边的马兰圩湿地公园
里，向日葵、波斯菊等鲜花迎风绽放。
这片 200余亩的湿地种植了 10多个
品种的鲜花，一年四季花开不断。

眼前的美景让人难以想象，曾经
的乌沙河，河如其名。“河里满是污
水，天一热臭味飘散，走近都得捂住
口鼻。”说起以前的乌沙河，64岁的
胡美锋直摇头。

发源于梅岭山脉的乌沙河，是赣
江中下游北岸的一条支流，全长 40
多公里的河流流经南昌市多个区域，
其中在新建区境内河长14.5公里，是
当地人的母亲河。

2015 年以前，乌沙河沿河两岸
不仅居住环境差，河道也垃圾成堆，
局部河床仅七八米宽，行洪标准低。
城中村生活污水直排造成水污染严
重。人河争地，岸边乱搭乱建乱填的
现象也屡禁难绝。

城乡环境关系民生福祉，新建区
痛定思痛，从百姓关切的身边事入手
开展河湖系统整治，对乌沙河进行彻
底“去污”。“开展整治才意识到，过去
的欠账太多。”南昌市新建区水利局
河湖管理中心主任夏小强说。

近年来，新建区陆续投入资金
30多亿元，对河道沿线城中村实施
房屋征迁，累计拆除老旧房屋2万多
栋，实施雨污分流管网改造 2 万多
米，完成清淤 50万立方米，种植 3万
平方米的水生植物。去年，又启动了
总投资 6687 万元的幸福河湖建设，
进一步畅通了沿河步道、提升了河湖
功能。

生活污水直排是过去乌沙河的

“病根”。曾经，沿线居民区的生活污
水先汇入礼步湖，再进入乌沙河。
2018年，为解决水体黑臭问题，礼步
湖畔建起了占地面积 4000平方米、
日处理污水量2万吨的污水处理站。

“这座污水处理站运用新型污水
处理工艺，出水可达地表水准Ⅳ类标
准，周边居民区的生活污水经处理
后，再排入乌沙河。”负责建设污水处
理站的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体系总监李昆说。

如今，礼步湖污水处理站如一座
“口袋公园”，不仅发挥着净化水质的
功能，也成为附近居民锻炼的好去处。

“乌沙河真的回来了！”在河边生
活了几十年的新建区长堎村居民丁
后为说，从过去绕着走，到现在沿湖
走，每天锻炼身体要走上万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一泓碧水、两岸景秀的生态美

景，也拉动了沿河经济繁荣发展。眼
下，一个投资3亿元、占地7万多平方
米的文旅综合体在长堎村投入建
设。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配
套装修，预计今年10月启动试营业。

届时，乌沙河之畔，灯火映轻烟，
美食美景应接不暇。“我们还将依托
乌沙河打造景观桥和灯光秀。”南昌
市新建区水悦城项目负责人熊雯说。

从过去群众口中的“臭水河”到
如今的“幸福河”，改造后的乌沙河沿
岸面积从24平方公里拓展到42.9平
方公里，沿岸建起欣悦湖、马兰圩、龙
庭等多处生态公园，串起了城市沿线
的景观，扮靓了群众的生活环境。

“乌沙河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对于优化发展空间布局、造福群众有
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将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南昌
市新建区委书记陈奕蒙说。

（新华社南昌7月26日电）

乌 沙 河“ 去 污 ”记

□新华社记者

年初，天水麻辣烫火爆“出圈”。
时隔近半年，天水麻辣烫的热度依然
不减。

记者近日在甘肃省天水市主城
区看到，麻辣烫店面前仍然挤满顾
客，有的店面门前排起的长龙挤进了
小巷、甩到了大街，不少游客跨越千
里，只为这碗“麻辣滚烫”。

不到半年时间里，在市场和政府
协同作用下，一碗小小的麻辣烫，带
动了天水众多上下游产业：一些专门
从事麻辣烫速食产品生产的企业应
运而生；一些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
创新生产线；辣椒、土豆等部分传统
农业产业优化升级，标准化种植、联
农带农不断深化。

天水绿昊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的生产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组装
打包麻辣烫方便食品。天水麻辣烫
爆火后，公司总经理戚卫红敏锐嗅到

商机，从企业申请到拿到相关行政许
可审批、生产线投入运营，前后不到
一个月。3月底至今，公司销售了70
多万份（包）麻辣烫相关的食品，销售
额超400万元。

天水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殷守彪
说，当地政府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精
准对接企业需求，涉企服务更加便捷。

记者从天水市商务局了解到，目
前全市有570多家麻辣烫经营主体，
形成了以手擀粉、宽粉、辣椒、麻椒、
洋芋丸子、调味醋等为主的食材加
工、料包和调味品加工等产业。

天水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天水将持续做好“甘谷辣椒、秦安花
椒、高原夏菜、武山粉条、方便食品、
预制菜”六大“天水麻辣烫”延链产
业，不断提升本地深加工企业产品品
类、档次和规模，打造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新型产业格局。

公平、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了
企业创新活力。

甘谷辣椒是天水麻辣烫的“灵
魂”调味品。在天水市甘谷县安远镇
大城村的辣椒烘干和加工车间，直径
近两米的石碾和特大号的石臼格外
引人注目。

“企业在试验中发现，传统的石
碾、石臼制作的辣椒面，风味更加浓
郁。”公司负责人何志斌说，于是公司
创新探索了电动石碾和电动石臼，既
保留了甘谷辣椒独特的风味优势，又
提升了加工效率。

“现在公司每天生产辣椒面等产
品 2吨至 3吨。”何志斌说，今年投入
的辣椒酱生产线将于近期试产运行。

上个月，戚卫红特意去广西柳州
考察螺蛳粉生产加工企业，想攻克湿
粉条保鲜技术，让天水麻辣烫走向更
广阔的市场。

此外，近年来甘肃培育的辣椒、
花椒、蔬菜、土豆等特色农业产业，是
天水麻辣烫爆火的有力支撑。

今年，返乡创业的甘谷县青年颉
恭种了1500亩辣椒。“再有半个月辣

椒集中上市，目前已收到来自湖南、
广东等地的订单。”颉恭说，种植基地
采用智能物联网和水肥一体化技术，
从目前辣椒长势来看，每亩辣椒产量
较普通大田预计增加1000斤左右。

记者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了解
到，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
署，甘肃将把握好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
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三个着力
点，扎实稳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同
时，锚定农业现代化，继续从推动特
色产业提质增效、培育乡村新产业新
业态、深化农业农村科技体制改革等
方面，着力稳住农业发展好势头。

始于“寻味”，兴于“业旺”，成于
“改革”。记者从天水市商务、市场监
管等部门了解到，天水市持续深化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快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全力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记者 文静 王朋 马玉洁
陶一萍）

（新华社兰州7月26日电）

一 碗 麻 辣 烫 里 的 经 济 活 力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7 月 26 日 ，在 哈
伊高铁庆安安邦河特
大桥施工作业点，中
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的 工 作
人员在进行作业（无
人 机 照 片）。 当 日 ，
位 于 黑 龙 江 省 庆 安
县 的 哈 伊 高 铁 哈 尔
滨 至 铁 力 段 首 个 特
大 桥 悬 浇 连 续 梁 完
成合龙，标志着我国
最北端在建高铁桥梁
建设进入新阶段。

新 华 社 记 者
张涛 摄

我 国 在 建 最 北 高 铁我 国 在 建 最 北 高 铁
首个特大桥连续梁合龙首个特大桥连续梁合龙

改革征程再响号角，伟大时代又启新篇。
连日来，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真学习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倍感振奋。从首都到边疆，
从高校院所到创新一线，大家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坚定的信
念、更加昂扬的斗志，奋力书写改革新答卷，为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事业阔步向前作出更大贡献。

新起点，再次发出动员令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仔细研读全会公报
和《决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王虎学表示，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要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习好、研究好、
阐释好、宣传好全会精神，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
的党校初心，在聚焦问题中“深学”，在解答问题中“笃
用”，努力为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
能力挺膺担当、贡献力量。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如期完成强国建设目标，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上海
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表示，改革
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
力。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将学术创新与改革实
践紧密结合，为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为产业升级提供
真知灼见。

东北黑土地上，此时正是绿野千里、稻浪滚滚。
刚从基层调研回来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原院长韩
贵清第一时间学习了全会精神，他表示，改革持续将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蛋糕”做大，让农民心里“托底”，
进一步加强粮食稳产保供。未来还要继续通过改革
端稳中国饭碗，帮助更多农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共同
前进。

浙江温州瑞安市马屿供电所博士服务站培育了
一批电力科技人才，在数字化牵引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服务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工作中得到当地群众
的赞誉。

博士服务站负责人周金辉表示，将学深悟透全会
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更精深
的专业能力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不久前，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是我国建设航
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不断刷新的月球探索新高度，彰显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力度。20年来，
探月工程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聚力量不懈攻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航天壮
举。”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激情满怀，“新起点上，我们将不畏艰难挑战，勇攀
高峰脚步不停，奔赴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明方向，只争朝夕促落实

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构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梁八柱”，绘就了恢宏而又具体的改革蓝图。

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
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格外关注全会《决
定》里关于创新赛道的改革红利。

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的“科研人”到硬科技“创业人”，米磊干劲充足：“我们
要抓住时代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间实验室内灯火通明，研究生院副院长姚
华建正带领学生进行地震波成像研究。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培
养，是该校研究生院近年来一项重点探索。

“我们将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和重大项目，不断破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
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添砖加瓦。”姚华建说。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一级律师、江苏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
会长魏青松表示，在落实改革举措的过程中，将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踊跃贡献专业力量。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在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夕阳红休养中心，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2020届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生王韶颖正在指导照护员开展认知症非药物干预照料
实践。全会提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王韶颖深受鼓舞：“改革的
蓝图，正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大家扎实苦干，才能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扎根新疆50余载，义务巡诊走遍天山南北，武警新疆总队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
师庄仕华见证了这些年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巨变。“更方便地看上病、看好病，
是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庄仕华说，“沿着全会指引的改革方向，一步一个脚印继
续努力，我们有信心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健康幸福。”

聚力量，接续奋斗写新篇

“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
务。”时间表已定，5年倒计时，改革压茬推进。

在北京交通大学自动化与智能学院，党委书记闻映红带领教师队伍认真学习全
会精神。“全会公报和《决定》求真务实，传递出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我们对
国家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闻映红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深入多个乡村，开展“艺术乡建”“美育课堂”，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熊峻苓将所

学融入志愿服务。
“文化艺术不仅是美的追求，更是服务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熊

峻苓说，要扎实学习专业本领，把青春奋斗融入改革事业，让艺术作品更加贴近时
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出一份贡献。

西南大山，夏日炎炎。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里，贵州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生态学专业博士生余江洪正在做植物调查。

“用扎实的野外基础数据来揭示自然奥秘，用严谨的实地科学研究来守护生态环
境。”余江洪立下目标，“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建设‘美丽中国’不断奋斗。”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我们青年一代建功立业提供更丰富的机会、创造更有

利的条件。”北京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博士生刘黎明正在向三维体视频的生成
与传输这一跨学科领域发起挑战，“我会沿着全会精神的指引，立足专业不断深入学
习研究，面向国家和人民需要奋力创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书写火热的
青春篇章。”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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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
生态环境变好了，农牧业自然就能

发展好。这些年，李建国耕种了 30 多
亩地，养了 400多只羊，种的玉米作为
饲料。沙地变成草场后，杨柴和柠条
都是优质牧草，羊全年的饲草料也都
有了着落。他家每年靠畜牧业收入20
余万元，还有国家生态补贴 2万多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他
深信不疑。

“生态环境好起来了，成就感就很
强，相信生活在沙漠里的农牧民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临别时，站在盛开得明艳
艳的黄色柠条花旁边的李建国，像极了
这株生命力顽强的沙生植物。他坚守
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筑绿，展现出的智慧
和成就令人钦佩。

如今，李建国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
多年，与“沙窝子”斗争了40多年，他的
梦想就是将这片沙漠治理成绿洲，让子
孙后代能安居乐业。在他的影响和带
动下，当地先后涌现出一批治沙模范，
大家齐心协力为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绿色梦想而奋勇奔赴。

“ 沙 漠 愚 公 ”的 绿 水 青 山 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