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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深化改革勇于创新苦干实干富民兴陇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途中在陕西宝鸡考察
新华社甘肃兰州/陕西宝鸡9

月1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在甘肃考察时强调，甘肃要深
入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着力在加强生态保护修
复、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加强民生保障、促进民
族团结等方面下功夫，加快建设
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
兴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甘肃篇章。

9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在甘
肃省委书记胡昌升和省长任振鹤
陪同下，先后来到天水、兰州等地
考察调研。

10日下午，习近平在天水市
考察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伏
羲庙，了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
情况。他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
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
慧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11日上午，习近平前往麦积
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考察。他结
合展板听取引洮供水工程情况汇
报，真切地回忆起2013年初来施
工现场考察、指导解决施工难题
的情景。当得知近600万群众从此
告别苦咸水后，习近平十分高兴。
他要求加强维护和管理，让这项
工程在沿线群众生产生活中发挥
更大效用。

红彤彤的花牛苹果挂满枝
头，一派丰收景象。习近平走进果
林，了解相关种植、技术和管理情
况。他说，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
兴。经过70多年培育发展，花牛苹
果品牌更响亮了。要加强品种保护
和培育，优化种植方式，创新营销
模式，把这个特色产业做得更大，
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他祝乡亲
们的生活像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随后，习近平来到麦积山石
窟，沿着栈道仔细察看距今1600
多年的洞窟和雕塑、壁画，同保护

修复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习近平
说，我国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
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他希望文物工作者赓续

“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为传
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
中华文化影响力作出更大贡献。

11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兰州
市考察。在安宁区枣林西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他视察了综合服务
平台、文体活动室和社区食堂，细
致询问社区党组织发挥作用、优
化便民惠民服务、落实为基层减
负等情况，现场观看退休人员合
唱演练。他还来到一旁的刘家堡
派出所，了解警务力量下沉的做
法和成效。习近平强调，要紧扣居
民实际需要特别是“一老一小”等
重点，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要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把基层治理和社会治安做得更扎
实。要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
精力放到服务群众上。

在退休老党员李宗彪家，习
近平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家

常。看到一家三代生活幸福、其乐
融融，他很欣慰。习近平表示，民
生为大、民生为要，党中央十分关
心老年人的幸福安康，各地各有
关部门在养老、医疗和社区服务
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要坚持做
下去，越做越好。

社区广场上，居民们纷纷围
拢过来。习近平对大家说，我们即
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5周年。75年
来，我国发展取得伟大历史性成
就。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正在奋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更加
团结、更加努力，大家一起加油
干，创造新的更大辉煌。他提前向
大家致以中秋的节日祝福，祝家
家户户都平安、健康、快乐。

随后，习近平来到黄河兰州
中山桥段考察。他沿滨河步道察
看，听取黄河生态保护情况介绍。
习近平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说，黄
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兰州是
唯一一个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
市。大家要心怀感恩，人人参与、
人人尽责，共同保护好黄河，让母
亲河永续惠泽子孙后代。

13日上午，习近平听取甘肃
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甘肃
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习近平指出，甘肃要积极推
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
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全国
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
基地。积极发展现代寒旱特色农
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
品牌。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国
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强调，要以更大勇气
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
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
国资国企改革，鼓励和支持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实施好以人为本
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县城综
合承载能力，壮大县域经济，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主动服务和对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跨省域
合作，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习近平指出，甘肃历史文化

积淀深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要
传承好红色基因，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
究高地，建设好长城、长征、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为现代化建设注
入强大精神力量。促进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把文化旅游业打造
成支柱产业。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
和治理，筑牢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基
础。集中力量办好群众普遍需求、
能够办成的民生实事，让群众可感
可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
止农村人口规模性返贫致贫。推动
农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不
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法
加强宗教事务治理。做好积石山地
震灾区等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
后恢复重建工作，确保群众安全温
暖过冬。切实抓好安全生产。

习近平指出，要毫不放松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动
各级干部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推
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在遵规守纪、
清正廉洁前提下积极担当、放手
干事，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
生态。切实加强基层党建。

10日下午，在前往甘肃途中，
习近平在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和
省长赵刚陪同下来到宝鸡市考
察。习近平参观了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他指出，我国青铜文明源远
流长、灿烂辉煌，在世界文明史上
独树一帜。要加强青铜器文物的
保护研究和宣传阐释，更好激发
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对伟大祖国
和中华文明的热爱。习近平还察
看了渭河生态公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9月12日上午，习近平在兰州
亲切接见驻兰州部队上校以上领
导干部和基层先进模范、文职人
员代表，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驻兰州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
问候，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何卫东
陪同接见。

11日上午，正在甘肃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市麦积区南
山花牛苹果基地听取了甘肃引洮
供水工程建设运行情况汇报。

2013年2月在甘肃考察时，习
近平总书记曾专程到定西市渭源
县实地考察该工程建设。“民生为
上、治水为要，要尊重科学、审慎
决策、精心施工，把这项惠及甘肃
几百万人民群众的圆梦工程、民
生工程切实搞好，让老百姓早日
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嘱托。

甘肃，尤其曾经“苦瘠甲于天
下”的陇中地区，是我国最干旱的

地区之一。千百年来，人们翻山越
岭想尽办法找水：河里担水，泉边
等水，打井提水，水窖储水……

引洮河之水润泽干旱大地，
甘肃人曾期盼半个多世纪。1958
年，甘肃曾启动引洮工程，后因财
力、技术等原因工程停工。

近半个世纪后的2006年，这
项工程再次启动。2014年底，引洮
供水一期工程建成。2021年9月，
引洮供水二期工程建成。

至此，甘肃规模最大、受益人
数最多的跨流域调水工程主体全
线完工，延续半个多世纪、惠及全
省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引洮梦”终

于实现！
“老百姓自发鸣放烟花，像过

年一样庆祝！很多人步行数十里
迎水，有的还跟着干渠流淌的引
洮水不停往前跑。”定西市安定区
鲁家沟镇的种粮大户李聚东对十
年前通水时的场景永生难忘。

黄土地上祖祖辈辈找水、盼
水、祈水的老百姓，终于可以打开
水龙头，看汩汩清水奔流而出了！

截至目前，引洮工程累计引
水10 . 13亿立方米，覆盖定西、兰
州、白银、天水、平凉 5市 1 4县

（区），近600万人受益。
有水百业兴。在引洮工程受益

区，蔬菜、水果、马铃薯、中药材等
产业越做越红火，越来越多曾经靠
天吃饭的农民，转型成了爱农业、
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目前已收获200亩马铃薯，
亩均产量在5000斤至6000斤。”李
聚东说，他今年流转了近3000亩
土地种植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
眼下丰收在即。

今年是引洮工程主体全线完
工的第三年。甘肃计划在引洮工
程受益区打造大型现代化灌区，
提升引洮工程综合效益。

在定西市陇西县首阳镇，绵
绵秋雨中，设计储水量100万立方

米的巨大蓄水池中碧波荡漾。
“为了充分利用引洮水，相关

产业供水和农业配套供水项目正
在紧张施工中。”陇西县广惠水务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吕国斌说。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甘肃依
托供水工程，农村饮水问题得到历
史性解决，水利事业也开启新篇。

目前，甘肃已初步形成了以
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生态保护
为主的水利工程体系。截至目前，
全省已建水库351座，泵站5669
处，供水能力达到159 . 6亿立方
米，形成了蓄、引、提、调相结合的
供水格局。 据新华社

十多年，总书记始终牵挂这项民心工程

9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甘肃考察。这是11日下午，习近平在兰州市安宁区

枣林西社区考察时，同退休老党员李宗彪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家常。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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