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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
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是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委十二届五次
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全
市各级党委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
领导，为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我们要把
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工作的各方面
和全过程，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经
济工作的领导，以求真务实的精神
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加快建设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
升级示范区、现代化太行山水名城、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居目
的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治
篇章——阔步新程，我们的使命光荣
而重大。加快能源革命步伐，推动
煤炭大市向能源强市转变；全力构
建一流产业生态，加快提升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聚力；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为高质量发展赋智赋能；深入推
动高水平改革开放，充分激发高质
量发展动力活力——勇蹚新路，我们
的 任 务 繁 重 而 艰 巨 。 越 是 使 命 重
大、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
新时代的硬道理，把新发展理念作
为做好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树牢
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强化理论武装、
锤炼过硬本领、树牢务实作风、凝聚
强大合力，全力营造谋转型、尚实
干、敢担当的良好工作局面，确保中
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长治不折不扣
落地见效。

强化思想保障，保持闯的劲头，
挺膺担事聚势能。思想是行动的先
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我们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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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推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把握好这一科学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以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
我们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正
确方向。

强化本领保障，保持创的劲头，
挺身干事增动能。高质量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的成色怎么样，一个重要
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变量，就是广大
党员、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
化建设的能力与水平。这就需要我
们时刻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持
续提升谋事干事的科学化专业化水
平。要遵循客观规律，坚持守正创
新，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

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能力。要
增强问题意识，坚持系统思维，着力
破解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基础
性 和 牵 引 性 问 题 。 要 厚 植 为 民 情
怀，坚持人民至上，树立正确政绩
观，让发展实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
检验。

强化作风保障，保持实的劲头，
挺力成事提效能。抓落实，是党的
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
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
政绩观的重要标志。要完善机制抓
落实，构建起清晰责任链条和严密
工作流程，健全专班化工作机制，清
单化实施、靶向性指挥、全过程跟进，
逐个突破、逐件落实，集小胜为大
胜。要聚焦重点抓落实，围绕重点工
作、重大改革、重大工程、重要事项
等，集中力量、集中资源，紧盯重点、
攻克难点， （下转第二版）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王涵报道：去年以来，全市税务系统坚持主动作为、
协同作为、高效作为，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创新推出一系列便民
办税新举措，切实抓好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努力打造税
收营商环境升级版。

服务有温度。全市税务系统紧扣“办好惠民事，服务现代化”主
题，推出便民办税缴费措施 100 条，扎实开展纳税人缴费人诉求征集
专项行动，做到时时放在心上、事事有回应。以“政策找人”为导向，
建立一户式税费优惠直达快享监管模型体系，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
策 400 余万条，为全市 21 万户经营主体落实税费优惠红利。为做好
退役士兵、重点群体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的精准落实，市税务局初步构
建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费优惠的“信息网”与“数据库”，进行超 20 万
条数据匹配，精准推送政策优惠提示 2648 条，引导纳税人主动申报
享受税收优惠。

办税有速度。构建智能服务体系，推动全市平均办税时长压缩
至 59 秒，前台导税咨询时长压缩至 5 分钟，同城在线“远程帮办”服务
办理业务 1.31 万件，实现办税缴费有速度。去年，全市系统 12366 纳
税服务缴费热线共接受咨询 10434 条，处理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税务端
留言咨询 3463 条、处理率 100%，受理平台工单 143 件、办结率 100%，
实现问办协同、跟踪帮办。

落实有力度。在全省率先启动农村税费服务管理现代化路径探
索，积极搭建农村税费管理网格和数字化服务管理平台，持续优化税
费服务举措，做好政策精准推送、办税实时提醒、风险提前预警等工
作。依托全市 194 个邮政基层网点构建网格化管理主阵地，聘请培
训乡村邮政快递员担任联络员和服务员等，打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里”。创新推出直联对接机制，建立两微直联群 79 个，通
过远程帮办、问办结合，进一步提升纳税人办税体验感，着力打造“办
税缴费不出户、涉税事项不出村、融资解难不出镇”的高效服务管理
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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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山西潞安太行润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山西省煤
基合成润滑材料研究与应用技术创新
中心”获得省科技厅立项批复。这是
该公司在省级创新平台建设上取得的
又一重大突破。

“山西省煤基合成润滑材料研究与
应用技术创新中心”由山西潞安太行
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以公司
煤基合成润滑材料（院士）联合研发平
台为班底，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
究院共同搭建。中心将聚焦煤制基础
油制备技术、煤基润滑新材料配方研
发与应用技术、润滑材料分析检测与
评定技术三大研究方向，系统性、引领

性开展煤基合成润滑材料领域的基础
与应用研究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公司在高端车用
油、绿色风电、新能源、数据中心、轨道
交通、工程机械、航空等高端装备细分
行业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构筑细分领域核心竞争优势。

该中心的获批，体现了省科技厅对
公司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充分
认可，也是对我省煤基合成新材料领
域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支持。中心批
准立项后，未来将获得各级财政专项
资金支持，并且在重大科技项目申报、
国家级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获得政策
倾斜。 （吴天杰）

山西潞安太行润滑科技公司
获省级技术创新中心资质认定

本报讯 记者朱海云报道：日前，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 2023 年度绿色制
造名单，长治经开区山西高科华杰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武乡山水水泥有限
公司榜上有名。

绿色工厂认证是推动制造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每年，经申
报单位自愿申报、第三方机构评价、省
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评估确认及
专家论证、公示等程序，最终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办公厅确定年度绿色制造名
单，并予以公布。

近年来，山西高科华杰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迈进，奋力打造 LED 行业产品制
造新高地。产品先后通过了 3C、节能
等多项认证，入选山西省名牌产品、全
国质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目前，该
公司共拥有进口全自动 SMD 贴片机、
全自动回流焊机等先进生产设备 1000
余台，LED 显示屏生产规模位居全国
前二。历经多年的发展，该公司始终

秉承绿色化发展理念，保持高标准、高
质量生产，不断推动我市乃至全省高
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位于武乡县蟠洪循环经济工业园
区的武乡山水水泥有限公司，自 2009
年 11 月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产品优
质、用户信赖、服务周到、绿色环保”的
企业发展路线，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工
艺和优质的产品质量，成为全市水泥
制品中的引领性企业。其中，该公司
年产 100 万吨的水泥粉磨生产线，可充
分利用武乡县工矿企业的工业废渣，
如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等，实现固
废综合利用，有效改善武乡县的生态
环境。

山西高科华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和武乡山水水泥有限公司今后将在提
升资源利用、降低能源消耗、加强环
境保护等方面继续发力，提高产品竞
争 力、树 立 良 好 形 象，并充分发挥以
点带面的示范作用，全力带动行业绿
色发展。

我市两家企业获国家级
“ 绿 色 工 厂 ”认 证

冬日的太行山群峰如削、
云海蒸腾。波涛汹涌的云雾
在群山间翻滚，激荡起千层涟
漪，落日在山崖和天边洒下大
片金光，展现出大自然刚柔并
济之美。

黄冬冬 摄

太行云海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张
辛欣 王悦阳）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
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我国未来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培
育、安全治理等全面发展，部分领域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规模稳步提
升。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先
导区，突破百项前沿关键核心技术，
形成百项标志性产品，初步形成符合
我国实际的未来产业发展模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说，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
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融合不断加
深，我国具备工业体系完整、产业规模
庞大、应用场景丰富等综合优势，为未
来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意见
遵循未来产业发展规律，从技术创新、
产品突破、企业培育、场景开拓、产业
竞争力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发展目标。

意见明确全面布局未来产业、加
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打造标志性产
品、壮大产业主体、丰富应用场景、优
化产业支撑体系等重点任务，提出重

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
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
6 个重点方向产业发展。同时，面向
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实施国家科技重
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快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

意见提出，建设未来产业创新型
中小企业孵化基地，梯度培育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巨
人”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
试，结合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创
建未来产业先导区。

我国将建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先导区

敦煌，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
照鉴过去，也照耀未来。

80 年前，1944 年 1 月，国立敦煌艺
术研究所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
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
了敦煌石窟近 400 年无人管理、任凭
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新中国
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力支
持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表示
了对这座底蕴深厚的丝路古郡的向
往。2019 年 8 月，总书记来到这里考
察调研，深情地表示，此行实现了一个
夙愿。

从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
范，到打造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从莫高
精神的代代传承，到敦煌文化的发扬
光大……殷殷牵挂、谆谆嘱托，展现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老文脉的深厚情
结，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深邃思考。

“敦煌我一直是向往的”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丝路重
镇敦煌，多元文明在此交汇，孕育莫高
窟的华光璀璨。

2019 年初秋，在甘肃考察调研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走进莫高窟第 323 窟，习近平总
书记望向北壁上的一幅壁画。

“这是张骞。”总书记说，随即又
问，“这是什么时代画的？”

“初唐时期。”负责讲解的敦煌研
究院文化弘扬部副部长宋淑霞向总书
记介绍。

虽然是第一次走进莫高窟，但是
总书记对文物的熟悉程度令工作人员

惊讶和感动。
这种熟悉，缘自习近平总书记对

敦煌长久以来的一份情结。
1986 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

长的习近平同志到甘肃调研交流，因
时间紧、路途远而没能到敦煌。直到
30 多年后说起这段往事，总书记还提
到了当时的那份遗憾。

后来，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习
近平同志到浙江大学调研，参观“浙大
文库”时，对著名敦煌学家姜亮夫的学
术成就如数家珍。

到中央工作后，2009 年，习近平同
志到兰州大学调研，叮嘱兰州大学敦
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将敦煌学做
强做大，为国争光”……

“心向往之”的背后，是至为深邃
的思考。

翻开史册，河西走廊风云际会，敦
煌盛时气象万千。

巍巍大汉，从此处望向长安，数千
里路途中 80余处驿站，沿途“使者相望
于道”，敦煌更是“华戎所交一都会”。

隋唐盛世，丝绸之路北、中、南三
条路“总凑敦煌”，敦煌成为丝路“咽喉
之地”，驼铃声声、商贾云集。

穿越千百年的时光，古老的丝路
重焕荣光。

2013 年 9 月，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人们不仅记住了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更
记住了这位大国领袖充满感情的话
语——

“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
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
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
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

我感到十分亲切。”
敦煌，在总书记心目中有着不同

寻常的地位。
向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

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总书记盛赞“敦
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
纽”；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上，总书记谈及古丝绸之
路，将敦煌等古城称为“记载这段历史
的‘活化石’”……

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结出果
实，逐步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
际公共产品时，这位“首倡者”来到了
敦煌。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讲明来意：“当
前来讲，又是我们在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我们还是再回到老的丝绸之路看
一看，可以找到很多灵感。”

从厚重历史中汲取智慧，从悠远
文明中获得力量。

在敦煌研究院参观学术成果展示
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幅青绿山水画
前驻足良久。

画中，危崖耸立，瀑布倾泻，河流
蜿蜒，蔓草垂悬。旅人行走于山水间，
路旁桃李花开，春光明媚。

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告诉
总书记，这幅壁画临摹品取材于莫高
窟第 217 窟，讲述印度高僧佛陀波利
两次来五台山礼佛的故事。这幅青绿
山水画，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审美精神。

今天，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画作
绝大多数已经失传。这种色彩明快的
唐代青绿山水画，是莫高窟为后世留
存的一段珍贵文化记忆。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
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

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
理解未来中国。”在 2023 年 6 月召开的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道出了他珍视文脉的原因所在。

来到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强调“我
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
的精华”；在四川眉山三苏祠，感叹“一
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走进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指
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
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
伟大下去的”……

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
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

敦煌情，是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情
怀的生动写照，更是面向未来的深谋
远虑——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
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
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保护好是第一位的”

2019 年 9 月 29 日，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
色大厅举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
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
荣誉称号。

在雄壮激昂的乐曲声中，满头华
发 、身 形 清 瘦 的 樊 锦 诗 缓 步 走 向 授
勋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授勋台正
中，微笑着与这位“敦煌的女儿”热
情握手。

“听说你们那儿下雨啦？”
（下转第四版）

习 近 平 的 敦 煌 情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