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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洛阳市委机关报

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本报发刊词

报头题字：

全国百强报刊

城市提质，提的是城市功能品质的“质”，
是公共服务质量的“质”。高品质公共服务是
伊滨科技产业新城增强竞争力、集聚优质要
素不可或缺的“聚能环”。

近年来，伊滨区围绕教育、医疗、养老、体
育等重点民生领域，紧盯群众所需所盼，高质
量谋划实施民生类重点项目，强力推进学校、
医院、邻里中心、社区体育公园等项目建设，
更加注重提供丰富多元、就近便捷、高效精准
的公共服务，不断丰富城市内涵，“点亮”居民
美好生活，以“软实力”增强居民获得感和幸
福感，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

（下转03版）

伊滨区突出公共服务营城理念，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共建共治、可感可及，着力打造优质公共服务
体系，让充满活力、富有魅力、极具吸引力的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市成为聚合各类创新资源的“强磁场”——

右图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洛阳
医院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鲜明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述“两个结
合”的重大意义，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强音。

一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于文
化传承与发展中汲取自信力量，亿万中华儿女向着推动文
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阔步前行。

新高度：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繁荣
兴盛的根本指针

京城夏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观
者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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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里，一件件

华夏瑰宝无声讲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观众注视着它
们，眼中满是对灿烂文明的骄傲。

文明立世，文化兴邦。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
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
系统深入阐述——

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
特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以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
互相成就、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
化主体性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系列重要论述，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充盈中
华文化独特气韵，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科学指引。
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小桥流水，河街相邻。
2023 年 7 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后一个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代代传承的苏绣，令总书记
感慨万千：“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这个苏绣就
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功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
耐心和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一番话，阐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血液里不变的根、
本、魂，流贯的意、蕴、脉，传承的精、气、神。

思考着中华文明的古与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的关键时期，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身体力行推动
中华文化再铸辉煌。

以文赋能，满足人民期盼——
“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

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
2024年5月17日，党中央首次召开以旅游发展为主

题的重要会议——全国旅游发展大会。习近平总书记
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擘画“诗和远方”美好图景。

在陕西汉中，强调“汉中藤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久负
盛名，要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江
西景德镇，叮嘱“加强创意设计和研发创新，进一步把陶瓷
产业做大做强”……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文化与经济良
性互动、交融共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鲜明的人文底色。

以文化人，厚植精神伟力——
“我们对这些历史都很早就了解，但还要学而时习之，

反复琢磨、吸取营养，从中去提炼、去升华我们的领悟。”
202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重温
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 （下转06版）

——写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展现新气象 开创新局面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东慧）
1日上午，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关林文旅小镇规划
设计工作。市委书记江凌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论述，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
任，在思想上更重视，在工作上再加力，
抓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走好绿色发展之路。要聚焦工作重点，
多措并举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和退城入

园，统筹做好城乡生活污水截污纳管、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加快推进城
乡供排水一体化，抓好陆浑水库周边环
境提升、中心城区水环境基础设施提
升、秸秆禁烧等问题治理，不断提升洛
阳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压紧
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企
业主体责任、行业主管责任，在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治理上取得新突破，推动生
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洛阳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

会议听取关林文旅小镇概念性规

划设计方案汇报。会议强调，进入新发
展阶段，特色街区正逐步成为更受青年
喜欢的消费场所，特色场景营造也正成
为吸引消费的主要手段。关林片区作
为市委着力打造的“1+3”高品质古都文
化体验区的重要板块，对洛阳发展城市
经济和新文旅产业具有重要意义。要
准确把握文旅消费新理念、新趋势，统
筹好文化性和商业性、关林庙和关圣坊
等关系，深入挖掘关林景区和关公文化
价值，以高品质项目推动洛阳新文旅持
续出圈。要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深化

街区肌理尺度、建筑整体风貌研究，更
加注重动线设计、场景设计，更好体现
丰富性、多样性，通过变化的建筑退线、
错落的肌理格局，营造更丰富、更灵动、
有层次、可亲近的体验场景和整体氛
围。要强化系统思维，坚持运营前置，
科学确定交通组织、停车配套等方案，
及早谋划片区联动开发、市场化运营等
工作，真正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化
符号和消费打卡高地。

徐衣显、王军、张玉杰、徐超文、
李新红等参加会议。

江凌主持 徐衣显参加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关林文旅小镇规划设计工作

本报讯（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白云
飞 通讯员 王洪涛）“麦熟一晌，贵在争
抢。”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获悉，截至
昨日 17 时，全市已收获小麦 238.2 万
亩，占麦播面积 351.28 万亩的 67.8%，
占比接近七成。

“夏粮丰收，全年不愁。”夏粮生产
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仗。根据农情调

度，去年全市麦播基础好、质量高，小麦
生长期多次出现有效降雪降雨，加之水
肥管理、技术指导到位，小麦苗情整体
好于常年、高于去年。从各地实际收获
情况看，小麦单产较去年、常年均有明
显提升，丰产丰收已成定局。

夏粮集中抢收，农机调度至关重
要。今年“三夏”期间，我市以晴好天气

为主，整体有利于机收作业。全市农业
农村部门持续加强农机区域调度，引导
农机合理流动，多措并举做好农机服务
保障，确保“熟一块、收一块”。

为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全市共腾小
麦空仓库容42.97 万吨，准备小麦收购
资金11.35 亿元，严格落实中储粮最低
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责任，发挥政策托

底作用，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在全力确保夏粮丰产丰收的同时，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持续加强技术指导，
动员群众及时抢墒造墒播种，确保种
足种好秋作物。截至昨日，全市秋作
物播种面积282.9万亩（含春播作物面
积），占秋作物预计播种面积571.32万
亩的49.5%。

麦收整体进度接近七成

全市收获小麦238万亩

品质宜居服务优
托起伊滨幸福城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向多
远的未来。”

昨日是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
一周年。从高度概括中华文明的突出
特性，到深刻阐释“两个结合”尤其是

“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从重申关
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到发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
强音……在这场“既有独特性，又极为重
要”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
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既指
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方向，也为
我们注入了固本培元的思想力量。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犹
记一年前，谈及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原
因，总书记开宗明义。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从“文化”到“文明”，望向的是历史深
处、泱泱文脉，追寻的是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思考的是从“宅兹中国”到“何
以中国”，着眼的是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正如有人所言，总书记在此次座
谈会上不只是在讲述文明、聚焦“结
合”、诠释文化，贯穿这篇重要讲话脉
络精髓的，更是一条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之路，是由文明而思民族，去
读懂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信念、胸
怀、气节和风骨。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
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
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比之为“根和魂”，
喻之为“精神命脉”，视之为“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曾语重心长
地指出：“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
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
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言
语间流露的，正是以文化自信铸就民族之魂、增强精神力量。

如果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
支撑的”，那么一座城市的发展也须臾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如
果说“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那么我们今
天矢志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重振洛阳辉煌，尤须以文化传
承发展激扬“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文明如潮，浩荡弦歌。
五千年文明肇始，十三朝古都定鼎，作为建都最早、朝代

最多、历史最长的中国古都，洛阳称得上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的生动缩影。而从坐拥3项6处世界文化遗产、51处全国文
保单位、9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到102座博物馆、纪念馆星
罗棋布，40余万件馆藏精粹炫彩夺目；从“五都荟洛”举世罕
见、“七天建筑”一眼千年，到孔子入周问礼老子、杜甫李白相
会洛阳成就“中国文学史上两次伟大的相遇”，司马光一句“若
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道尽历史的沧桑……文明绵
延，在兹尤盛。

无比灿烂的文化，无比丰厚的底蕴！从历史深处一路走
来，洛阳未曾辜负先人的馈赠。回首过去几十年，一代代洛阳
人前赴后继，为传承河洛文明、赓续历史文脉付诸艰辛探索与
努力。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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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号
成功落月
这是 6 月 2 日在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
拍摄的嫦娥六号着陆器和
上升器组合体着陆月背的
模拟动画画面。

6月2日清晨，嫦娥六
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
极-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
区，开启人类探测器首次
在月球背面实施的样品采
集任务。（新华社发）

（相关报道见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