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春节假期，你是怎么过的？
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入人心，运

动健身、健康过年成为新时尚、新民俗。
刚刚过去的龙年春节假期，越来越多市
民选择走出家门、走向运动、拥抱健康，
到篮球馆、足球场、公园广场等运动场
所，燃烧卡路里、释放多巴胺，度过一个
充满活力和快乐的假期。

2 月 10 日 ，农 历 正 月 初 一 ，天 朗 气
清。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运动公园，几
十名足球爱好者在足球场上畅快奔跑，
带球、传切、过人、射门……汗洒绿茵，激
情飞扬，以球会友。足球爱好者张扬告
诉记者：“一踢球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
代，大家刷手机做‘低头族’的时间少了，
相互交流的时间多了，既锻炼了身体，又

增进了友谊。”
春节期间，为满足群众“健身去哪儿”

“如何健好身”的需求，我市充分发挥体育
惠民、便民、利民功能，全市 17 个公共体
育场馆节日期间“不打烊”，面向市民免费
开放，促进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

有时间，有场地，人们参加体育活动
的劲头更足了。在三门峡体育馆篮球
场，“砰砰”的拍球声、球鞋与地板的摩擦
声和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火热的
运动景象每天都在上演；在黄河公园、陕
州公园、虢国公园、涧河公园、庙底沟考
古遗址公园……健康步道、篮球场、足球
场、儿童游乐园等各类健身场地人声鼎
沸，老人、青年、孩子各得其乐，骑行、跑
步、健身、踢球、乒乓、跳舞……各式各样
的运动让健康成为春节的温暖底色。

“‘10 分钟健身圈’太方便了，在家门
口就能锻炼！”市民范女士温馨地看着孩

子踩轮滑轻盈欢快的身影，和一旁丈夫
奋力奔跑的身姿，享受与家人一起运动
的快乐时光。她说，幸福，就是一家人一
起变得更好。

体育让人民生活更美好。近年，我
市深入推进体育强市建设，加大“两场三
馆 ”建 设 ，打 造 城 市 社 区“10 分 钟 健 身
圈”。截至目前，全市体育场地面积已超
过 510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超
过 2.5 平方米，新建居住区室内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 0.1 平方米，室外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 0.3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40.9%。

正月初七，陕州区大营镇大营村异常
热闹，河南省第十四届万村千乡农民篮球
赛三门峡赛区决赛在此火爆开赛，吸引了
十里八乡的大批村民和省内外游客观看，
促进了当地篮球体育运动文化与外界的
交流交融，“赛”出美丽乡村新风貌，让体

育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金龙翱翔，好戏连连。围绕丰富春

节期间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
营造更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我市聚
焦春节期间群众健身需求，挖掘体育多
元价值功能，传播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组织开展了以“体育大拜年 健康迎新
春”为主题的 2024 年三门峡市春节期间
全民健身活动，让广大市民“动”起来，乐
享新春运动嘉年华。

篮球、台球、毽球、乒乓球、双升掼
蛋、围棋、象棋、羽毛球……一波又一波
精彩纷呈的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活力满
满、热气腾腾，让更多群众感受到运动的
快乐和激情，掀起全民健身新热潮，点燃
体育消费新热情，激发城市发展新活力。

春日里的三门峡，跃动更“悦”动，全
民健身已经成为天鹅湖畔又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春节假期，我市各地旅游市场火爆，群众、游
客或在传统庙会上体验民俗，或到新春灯会上赏
灯，或在热闹的大集和展会上挑选礼物，在热闹红
火的氛围中感受浓浓年味儿。

上图 三门峡国际文博城热闹非凡
左图 陕州地坑院景区花灯璀璨

本报记者 杜杰 摄

春节前夕，在湖滨区高庙乡大安村
的黄河文化民宿风光产业园，工人依然
铆足干劲紧张作业，由 36 座仿古窑院组
成的特色民宿集群初具雏形。

“目前，秦汉风格窑洞正进行室内装
修和庭院绿化，隋唐风格窑洞已进入浇
筑阶段。”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红新说，“我们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与专业团队合作，把乡土风
貌、当地文化与现代旅游需求有机结合，
使乡村民宿更有人情味、更具竞争力。”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
关键。”近年来，大安村通过发展交通运
输、特色餐饮、乡村旅游三大产业，着力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让
群众切实感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变化。

在大安村占地 26 亩的智慧农场里，
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正在进行微喷
灌。“该系统可按作物生长需求进行水肥
配比，实现精准灌溉和施肥。”张红新表
示，在建设智慧农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基础上，大安村谋划打造研学、采摘等特
色乡村游项目，让学生走进农耕课堂，感

受劳动乐趣。
“去 年 我 们 村 集 体 经 济 达 到 103 万

元，今年有望突破 126 万元。”张红新说，
对于这个目标，大安村党员群众都有信
心、都有干劲。

大 安 村 用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两 山 ”理
念，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乡遇
大安——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成为远近
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张红新表示，“我们
把村落传统建筑、乡村景观要素、地方特
色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汁原味地保
存下来，让游客可以‘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我们要更加扎实开展乡村建设和
乡村治理工作。”张红新表示，下一步，大
安村要聚焦乡村振兴，抓好农村文化场
所建设，培育新时代农民，弘扬传统文
化 ，塑 造 文 明 乡 风 ，打 造“ 国 家 级 示 范
村”，争当乡村振兴示范带上的排头兵。

火车鸣笛声声，游客欢声笑语，一幅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
河岸边的大安村徐徐铺展。

科研团队下沉一线，科技攻关破
解难题，科技项目屡屡获奖……记者
日前走进义煤集团，听到了多条振奋
人心的消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义煤
集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打
造“投入、人才、政策、合作”四个创新
高地，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企业发展
的战略支撑，新技术、新成果加速转
化，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截至
目前，集团先后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
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5 项、河南
省煤炭学会科技进步奖 12 项，新增市
级研发平台 3 个，申请职务专利 115
项，努力实现企业向创新驱动型和科
技创新型转变。

唯创新者进，激活人才集聚“雁
阵效应”。该集团不断深化科技创新

体制机制改革，制定科技创新市场化
运作管理办法、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办
法、产学研项目“揭榜挂帅”管理办法
等相关制度，对关键岗位、核心人才、
技术骨干进行差异化工资倾斜和重
点激励。积极推行项目负责人制等
新兴科研组织方式，综合运用公开竞
争、定向择优、滚动支持等差异化遴
选方式，签订“军令状”，赋予科研团
队更多自主权和决策权。

唯创新者强，赋能企业迈向“专
精特新”。该集团联合高校、科研院
所协同创新，把“1 院 8 所”（1 个技术
研究院+8 个研究所）下沉到矿井一
线，全力推进锚网索支护、注浆减沉、
保护层开采、地面区域水害治理、瓦
斯高浓度持久抽、矸石综合利用等 18
个全要素工作专班的工作开展，破解
了一批难点堵点问题，重点突破了一
批关键共性技术和“卡脖子”难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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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2 月 16 日出
版的第 4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
要文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有关重要
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
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
100 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
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
然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保证党领导人民
依法有效治理国家。实践证明，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
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
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
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
史上的伟大创造，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本报讯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去年以来，我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定不移走好绿色转型、创新驱动这一资
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入实施绿色低
碳转型战略，着力做好“新河文山农”五篇大
文章，持续做大生态、做优生态、做强生态，大
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推动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绿色低碳转型迈
出新步伐。

牢记“国之大者”，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坚持“重在
保护、要在治理”，持续深化“十百千万亿”工
程，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18 条黄河一级支流实现“清水入
黄”，240 公里沿黄复合型生态廊道功能彰显，
千里城市绿廊生机盎然，30 亿立方米库区泥
沙综合利用加速推进，完成 757 道坝段维修养
护任务，累计清理河道 61.5 公里、水域和滩地
面积 11.8 万平方米，稳定和扩大黄河湿地保护
面积 2.85 万公顷，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纳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决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坚持转型、
治企、减煤、控车、降尘“五管齐下”，加强多污
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持续深化水
环境污染治理，强化土壤源头防控和污染修
复。2023 年，全市空气优良天数、PM2.5、PM10

浓度排名分列全省第 4 位、第 3 位、第 4 位，成
功入选全国特色气象旅游城市；12 个国省控
断面水质累计达标率为 95.3%，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取水水质总达标率稳定为 100%；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持 95%以上，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保持 95%以上，全市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

厚植生态底色，培育绿色动能。我市统筹
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持续推动产业绿色化
升级改造，严控“两高一剩”项目上马，创建国
家级绿色园区 1 个、绿色工厂 5 个，碳排放强度
累计下降 62.8%。聚焦化工、有色等重点产业，
开展全流程清洁化、循环化、低碳化改造，完成

“三大改造”项目 378 个，改造后企业碳排放减
少 30%。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用足
用好“国家无废城市”“国家废旧物资循环利用
体系建设重点城市”等“金字招牌”，实施废旧
物资循环利用项目 144 个，新增新能源装机
19.88 万千瓦，4个国家级、7个省级资源节约和
环境保护类示范基地获批；创建“无废细胞”
207 个，形成覆盖全市、全民参与的“无废城
市”运转新模式；绿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卢氏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入使用，全市
原生生活垃圾基本实现全量焚烧和“零填埋”目
标。实施国土绿化扩面提质行动，完成营造林
13.26 万亩、义务植树 722 万株，森林火灾零发
生，生态碳汇能力不断提升。 （本报记者）

远山积雪未融，近处菇农忙
碌。春节刚过，卢氏县广大菇农
就 投 入 到 新 一 年 的 生 产 大 会 战
中。“趁着春节这几天，抓紧拌料、
装袋、灭菌、接种，把自家的 2 万
多袋香菇种植关键环节完成后，
还要进行全村菇农装袋服务。”2
月 12 日，农历正月初三，正在香
菇生产基地装袋、码垛的卢氏县
朱阳关镇漂池村菇农王立彦边干
边说。

从菌棒制作、出菇基地管理
到 干 鲜 菇 品 收 售 、精 深 加 工 生
产，卢氏县食用菌产业春节期间
生产经营不停歇，龙头企业金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林海兴华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国 内 外 菌 棒 订
单源源不断，春节期间养菌车间
技术人员正常上班，成品菌棒供
应及鲜菇收售红红火火；农历正
月初三菌棒生产、点菌车间工人
全员上岗，开足马力赶制菌棒，
全力满足国内外订单和全县 38
个 食 用 菌 产 业 示 范 基 地 菇 农 生
产需求。

位于 209 国道沿线的朱阳关
镇、瓦窑沟乡，房前屋后的香菇生
产原料木屑、麸皮堆积如山，已有
不少菇农互助合作赶制菌棒。据
悉，漂池村新庄组杜帅军现已点

种菌棒 8 万余袋，组织 2 套装袋机
和 10 多个技术人员，为全村菇农
加工菌棒，计划农历二月底前全
面完成全村 500 万袋春栽袋料香
菇种植任务。

在加快完成全年 3.6 亿袋香
菇种植目标任务的同时，卢氏县
农业农村局、烟叶生产服务中心
制定 2024 年春季农业生产技术
培训计划，全力服务烟农、药农进
行烟田、连翘高效春管，足量调配
农用物资，该县乡村技术服务人
员分包地块、农户，有序完成 10
万亩烟田、百万亩连翘中耕除草、
防寒保墒等生产计划，实现烟药
增效、农户增收目标。

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节前节后组织劳务输出单位对接
国内外各用人单位，县、乡（镇）、
村（社区）劳动就业服务人员春节
坚守岗位，倾心做好春节前后县
内外就业人员返程、入厂等服务
工作，农历正月初五、初六已向江
苏、安徽等地用工企业输出首批
务工人员 3000 余人。

目前，卢氏县城、乡村商饮门
店 90%恢复营业，各专业市场、商
饮店铺、农资门市顾客盈门，呈现
出龙腾虎跃、欣欣向荣的龙年新
气象。 （高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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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第 37届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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