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桥始建于隋，唐宋时期多次大规模
修葺和重建，见证了洛阳的辉煌和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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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本报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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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2023年版）》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
9 月至 2023 年 11 月期间关于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文稿78篇。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

属于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
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各
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为世界
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

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共建国家积极响
应。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
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
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
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
数，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

作平台，实现了共建国家的互利共赢，不仅为
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
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
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
辑，走的是人间正道。习近平同志对共建“一
带一路”的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

进行深刻阐述，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
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
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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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年末岁尾，玉米等秋
粮全面进入收购高峰期。截至目前，主产区各类粮食
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过1亿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3日晚公布最新数据显
示，秋粮上市以来，各类粮食企业积极入市收购，市场
购销活跃，价格保持基本平稳。目前主产区各类粮食
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过1亿吨，收购进度过半。分区
域看，东北地区收购进度在四成左右，华北地区五成
左右，南方地区已接近尾声。

据悉，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国家有关部门

及时批复在黑龙江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黑龙江当地已安排收购
库点200多个、仓容800多万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
需要。

针对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雨雪天气，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要求各地积极稳妥抓好秋粮收购，指导农
户科学储粮，合理利用烘干能力，充分发挥粮食产后
服务中心作用，帮助农户减损增收，优化收购现场服
务，加大预约收购力度，切实满足农民售粮需要，让农
民卖“暖心粮”“舒心粮”。

全国秋粮收购超1亿吨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孙小蕊）
22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河
南神马国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投
资合作意向协议，双方将共同出资成立
合资公司，共建洛阳石化百万吨乙烯项
目，打造国内一流的绿色石化先进材料
产业基地。

签约前，市委书记江凌与中石化洛
阳分公司党委书记杜平安、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总经理李延河等举行工作会谈。
江凌表示，建设洛阳石化百万吨乙

烯项目，对于带动洛阳乃至河南省石化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洛阳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引入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等市场主体，与中石化共建洛
阳石化百万吨乙烯项目，既是深化投资体
制改革的有效探索，又有助于推动地企深
化合作，加快建设洛阳石化百万吨乙烯项

目。希望合资公司尽快完成组建，全力以
赴推进百万吨乙烯项目建设，积极开展产
业链招商，带动上下游、左右链产业集群
发展，推动洛阳和中原地区石化产业向规
模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

河南神马国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由平煤神马集团、洛阳国宏集团、洛阳
隆兴公司组建而成。根据协议，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神马国兴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将组建合资公司，共
建洛阳石化百万吨乙烯项目，加快打造
国内一流的绿色石化先进材料产业基
地，推动地企合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总经理王家纯，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副总经理、河南神马
国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本斌，
市领导徐衣显、王军、张玉杰、何武周等
参加活动。

江凌与杜平安、李延河举行工作会谈 徐衣显参加

中石化与河南神马国兴签署投资合作意向协议
最近，我市发布 2023 年度

“万人助万企”成绩单：从召开问
题协调会34次、办结企业反映问
题2990个，到提供就业岗位49万
个、完成职业技能培训40.29万人
次，再到银企对接签约金额 103
亿元、前 10 个月累计助企减负
51.46亿元，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
的助力。就下一步助企，又围绕
惠企政策落实、疑难问题攻坚、营
商环境提升等推出一揽子务实举
措，可见决心之大。

企业是地方发展的根基，助
企纾困之于“城长”的重要性无须
赘述。只不过，观照当下经济形
势，审视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特别提出的“改善社会预期”要
求，帮扶企业的分量更重了。

何为预期？从老百姓的角度
讲，预期就是对自身收入、未来生
活的更大信心和希望；从企业的
角度看，就是对未来市场前景和
自身发展效益的看多看好。当百
姓预期稳，哪怕是加杠杆也敢买
买买；当企业预期足，哪怕一时有
困难也敢投投投。然而一段时间
来，受内外严峻形势影响，各地普
遍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
业产能过剩等困难挑战，这在一
定程度上意味着不少人消费意愿
下降、过起了紧日子，也意味着一
些企业特别是保守传统、转型较
慢的中小微企业，正真切经历着
一场货难卖、钱难赚的经营寒
冬。也无疑，我们要改善社会预
期，就要让百姓的就业和收入、企
业的发展和效益更具确定性，而
破题关键正在于企业。

企业是稳就业的主体，企业
稳则就业稳。企业挺过了难关，就能稳住现有就业岗位；效益
变好了，就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如此带来的，就是广大“打
工人”收入的稳定，就是敢消费、愿消费的信心，就是市场转起
来、经济活起来的活力，同时也将是企业加码投资、扩大生产
的良性循环。可以说，改善预期固然要从多方面着手，但助企
定是关键一环、重中之重。

我们该如何更好助企？落实好一系列既定政策举措自不
必说，除此之外，我们更应保持一种热情服务的“店小二”姿
态。想起 11 月在我市举行的“高精尖缺”企业政银企融资
对接会上，面对多家银行代表的集中问需，坐在“C 位”的
一位企业负责人感慨这是“意外的优待”。全力助企，就要
让这种多对一服务企业、纾困解难的优待不再是“意外”而
是“常态”。唯如此，我们才能拼来发展的春天，拼来预期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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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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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2024年党报党刊征订工作启动以来，洛宁县
主动适应新形势，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狠抓落实，截至目前已
圆满完成2024年《洛阳日报》征订任务。

党报党刊担负着传播党的声音、传递党的主张、正确引导
舆论、反映群众呼声的重要使命，是主流舆论的“风向标”、舆
情热点的“定音锤”、定纷止争的“压舱石”，是党的意识形态工
作主阵地。在当前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深入
开展主题教育之际，做好党报党刊征订工作，对于引导广大干
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在具体征订工作中，洛宁县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按照
组织领导到位、思想认识到位、宣传发动到位、任务分解到位、
督促检查到位、服务保障到位“六个到位”全面推进征订工
作。宣传部门组织实施，组织部门大力支持，财政部门保障经
费，邮政部门密切配合，各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
挂帅并明确专人，全力、全程、全时段负责党报党刊征订工作，
齐抓共管、层层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征订任务。

（王倩倩 徐正瑛）

洛宁县完成
《洛阳日报》征订任务

聚焦隋唐洛阳城天津桥①

回溯：一桥望千年
曾是隋唐盛世的

“上阳宫里晓钟后，天津桥头残月前。”“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
东陌上，惊动洛阳人。”……天津桥曾是唐朝文人骚客的吟咏之地，“天津晓
月”美景总是引起后人无数幻想。

历史上的天津桥究竟是什么模样？又经历了哪些变迁？结合考古发现和
专家解读，洛报融媒记者带您走近历史上的天津桥。2000 年 3 月，洛阳考古工作

者在配合洛河大堤修建中，对古洛
河石堤遗存进行发掘，在目前洛阳
桥以西400米的洛河北岸河滩内，
发现 4 处石头建筑遗存，其露出的
石头部分长2.5米、宽2米左右，排
列十分整齐，与洛阳桥以西发现的
古洛河石堤遗存明显不同。

根据其结构特点和排列情况，
可以判定其为桥墩。

其中，保存较好的 2 号桥墩，
残存长度为 19 米、宽 2 米、高 1
米。它恰好处于应天门与定鼎门
连接线上，由此推断这里是天津桥
遗址所在地。

至此，曾在李白、孟郊、白居易
等名家笔下频现的天津桥，终于从
历史文献中走进现实，初现真容。

“天津桥始建于隋，后因洪水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
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洛阳唐城考古
队队长石自社说。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天津桥初次建成。《大
业杂记》中记载：“有天津浮桥，跨水长一百三十步，桥南北
有重楼四所，各高百余尺。”《元和郡县图志》载：“隋炀帝大
业元年初造此桥，以架洛水，用大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
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其楼为日月表胜之象。”

当时的天津桥以若干个船为桥体，以铁锁连接，组
成一座浮桥，桥头有四座重楼，是隋朝洛阳城南北往来
的要道。

唐朝时期，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
津桥的作用也愈发显著。唐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 年），天
津桥正式改建为石桥，以抵御洪水侵袭。天授三年（公元
692 年）武则天命李昭德重修天津桥，李昭德将桥墩改成尖
形，并以石材砌筑河岸，推动我国造桥技术大幅跃进。

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保留了都城的配置，历经了大
规模建设，天津桥仍发挥重要作用。“石为脚，高数丈，锐
其前，以疏水势，石缝以铁鼓络之，其治甚固。”根据《宋会
要辑稿》对西京洛阳城天津桥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的
天津桥仍为石桥。

[考古发掘]
天津桥初现真容

[三水两洲] 历史原貌为平桥

天津桥是隋唐洛阳城天街轴线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在隋唐洛阳城遗
址宫城区和洛南里坊区间新建一座横
跨洛河的天津桥，对加快恢复古都历
史轴线、提升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
园影响力、打造好以“盛世隋唐”为核
心的城市文旅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天津桥的建设被提上
日程，天津桥设计方案也受到越来越
多市民关注。市委国土空间规划委员
会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其规划设
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文物局、
市水利局等单位组织全国文物考古、
规划设计、桥梁建造和水利防洪等领
域的专家反复研讨，广泛听取社会各
界意见，不断完善设计方案。

历史上的天津桥究竟是何模样？
未来的天津桥又将是何面貌？自即日
起，本报《时政·深一度》栏目聚焦隋唐
洛阳城天津桥，采访文物考古、规划设
计、桥梁建造和水利防洪等领域专家
学者，为您解读天津桥的历史与未来。

[屡毁屡修] 从浮桥到石桥

“网红打卡地”
1

2 3
“隋唐时期洛河在天街轴线区域分为三股，形成了

‘三水两洲’的形态。”石自社介绍，当时洛河上共有三
道桥，从北到南依次为黄道桥、天津桥、星津桥，三桥相
连形成了天街上的南北通道和城市景观。唐玄宗时
期，天津桥与星津桥合二为一，再无所谓的三桥。

史书文献中对天津桥形制也有记载。《旧唐书·职
官志》记载：“石柱之梁四，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
灞桥。”

“石柱梁桥从形制上来讲就是平桥，桥墩为巨石垒
砌而成，桥面应为石梁，也有可能是木梁。从白居易

‘晚归骑马过天津，沙白桥红返照新’的诗句中可以想
象可能是木栏杆，也可能是红砂石质的石栏杆。”石自
社说。

当时的天津桥东侧还有一座中桥。《元和郡县图制》
记载：“中桥，咸亨三年造，累石为脚，如天津桥之制。”作
为连通南北二市的交通要道，中桥承载着较大的人流、
物流，平桥最能满足载重需求。由此推断，唐朝天津桥
亦为平桥。

洛报融媒记者 李雅君 通讯员 楚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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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桥墩遗址号桥墩遗址 （（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片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