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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2日电 5 月 1 日 2 时

10 分许，广东梅州市梅大高速茶阳路段

发生塌方灾害。截至 2 日 15 时 30 分，灾

害已造成 48 人死亡、30 人受伤。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

出重要指示，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发生

塌方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

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妥善做好善后处

置等工作。要抓紧抢修受损道路，尽快恢

复交通秩序。当前正值“五一”假期，群众

出行增多，人员流动量大，部分地区还将

出现大范围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各类事故

灾害易发多发。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

持底线思维，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

警，完善应急预案，及时排查处置重点地

区和关键领域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作出批示，要全力抢救受伤人员，细

致做好善后工作，千方百计搜救被困人

员，严防次生风险。当前正值“五一”假期

群众旅游出行高峰，部分地方还将出现大

范围降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

化安全责任落实，重点排查道路、景区以

及公共设施等因长时间降雨引发的风险

隐患，切实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全力防范

各类事故灾害发生。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赶赴现场实

地指挥一线应急处置工作，广东省、梅州市

成立现场指挥部和多个工作组，全力做好现

场搜救、伤员救治、交通疏导和善后处置等

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李强作出批示

习近平对广东梅州市梅大高速茶阳路段塌方灾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 及时排查处置风险隐患
确 保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和 社 会 大 局 稳 定

人民日报记者 董洪亮 王锦涛 戴林峰

穿行河西走廊，当地干部群众讲述最多的是新时

代生态之变、发展之变：

以前风沙吹人跑，今天人们追风逐日，戈壁荒漠成

资源，长出片片“光伏海”。

以前大水浇地，现在滴灌浇苗，农作物亩均用水量

较 10 年前少了一半多，产量增、效益涨。

以前人们担心民勤县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民勤人

久久为功治理沙漠，今天已是种绿、扩绿、护绿并举。

甘肃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

干涸了300年，位于敦煌市境内疏勒河下游尾闾的哈

拉奇湖今日再现碧波荡漾，成为河西走廊西端的“明珠”。

新时代，疏勒河流域生态持续向好。过去 10 年

来，疏勒河累计向下游输送生态用水 50 亿立方米。

波光粼粼，塔影辉映，玉门新市区的中国边塞诗展

览馆四面环水，得益于疏勒河综合引水工程。

曾经“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荒滩，如今成为玉

门市文化地标。不少孩童在此诵读经典，春日徜徉其

间，诗与远方美好邂逅。

谁能想见，10 年前的玉门老市区还是另一番情

景：疏勒河支流石油河穿城而过，经年累月的透支性开

采，给大地留下道道疤痕，河滩残渣堆积、河面浮油黢

黑，水质一度沦为劣Ⅴ类，氨氮超标 3.8 倍。

治水，唤回疏勒河的生机。2013 年以来，石油河

玉门段生态护坡等 4 个项目列入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

目库，总投资 5.36 亿元并逐年实施。如今，石油河水

质恢复至Ⅱ类，长 60 多公里的石油河谷变身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节水，让每一滴水都精准“解渴”。年均降水量不足

70 毫米，蒸发量达 2800 毫米以上，疏勒河流域极端干

旱。过去，农业大水漫灌，“跑冒滴漏”浪费严重。2014

年 7月，甘肃被水利部列为 7个水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

同年启动实施总投资 91.7 亿元的河西走廊国家级高效

节水灌溉项目，年新增节水量 10.5亿立方米。

春灌正当时，步入玉门市昌马灌区，一条条滴灌带

宛如“毛细血管”，田间地头装有水位计，每 5 分钟采集

一次流量信息，农户掏出手机即可查询。目前，疏勒河流域常规节水灌溉

面积达107万亩。

昔日大漠孤烟，如今良田万顷，背后是从土垄沟渠到数字孪生的跨

越。2022 年 4 月，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中心被水利部列为全国首批

“数字孪生流域建设先行先试”试点。新发展理念融入实践，助力疏勒

河建成国内首个大型灌区信息化工程。

一条大河出冰峰，溯流而上千余里，直抵白雪皑皑的祁连山深处，

这里是疏勒河的源头，更是河西走廊绵延“生命线”的起点，疏勒河、黑

河、石羊河等河西走廊三大内流水系均发源于此。

2017 年以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144 宗探采矿项目

全部关停退出。如今，满山苍绿，千年山丹军马场草原恢复元气，发展生

态游、种植养殖多样化经营，不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

探索碳汇交易，让“高颜值”加速变成“好价值”。张掖在甘肃率先开

展林业碳汇和草原碳汇交易，已完成 35.1万亩林业碳汇和 400万亩草原

碳汇交易，实现净收益 7450 万元。张掖市以林草碳汇交易所得作为启

动资金，设立甘肃首个市级绿色产业发展基金，首期规模 1.7亿元。

数据显示，2023 年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指数、植被

覆盖度、植被生产力，均较 2017 年增长 7%以上，勾勒出河西绿色生态

走廊壮美诗篇。 （原载 5月 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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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浩 张远 陈文仙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一所匈中双

语学校。

用中文说“你好”，是孩子们的第一

堂课；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名句的中译文，

不少人能熟练背诵；老师会给孩子们介

绍中国文学家鲁迅……从小学到高中，

学生们在这里系统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09 年 10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匈牙利

期间到这所学校考察。现任匈中双语学

校校长埃尔代伊·苏珊娜作为亲历者，对

这番寄语深感共鸣。

2023 年 ，习 近 平 主 席 复 信 该 校 学

生，鼓励匈牙利青少年更多了解中国，

“做传承发展中匈友好事业的使者”。

“习近平主席一直关心我们学校的发

展。”埃尔代伊说，在习近平主席的鼓励下，

学校已培养出一批“匈中友谊的建设者”。

双语学校变化巨大

探访匈中双语学校，仿佛踏入一片

中国文化的小天地。校门口一对石狮还

有中文名字——雄狮“多多”，雌狮“丽

丽”。校园内，伫立着一座孔子铜像。教

室用中国结、红灯笼、中国书法作为装

饰。记者采访时，看到有些学生正在学

习勾画京剧脸谱，还有人在学习太极拳、

剪纸等。 （转 3版）

习近平主席鼓励匈牙利学子
做 中 匈 友 好 事 业 的 使 者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于晓明 安 东 白永萍

“五一”假期，天水旅游持续爆火，客

流量不断增加。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

往天水，在品尝麻辣鲜香的麻辣烫之余，

走进天水市各类博物馆，了解龙城历史

文化，感受千年文化魅力。文化体验游

逐渐成为天水“五一”假期游的主流。

一大早，天水市秦州区伏羲庙门前，

各地游客排着长长的队伍，有序通过安

检。“孩子来天水最想了解伏羲文化。”来

自宝鸡的游客李欣“五一”假期来到天水

旅游，参观伏羲庙和天水市博物馆是他们

一家三口旅游攻略里的第一项内容。

“正好假期有空，带着孙子参观伏羲

庙、拜谒人文始祖，了解伏羲文化。”70

多岁的天水市民谢女士告诉记者。

“之前就听说过伏羲庙，这次实地游

玩，想亲身感受伏羲文化。”15 岁的宝鸡

初中学生张艺程参观了天水伏羲庙和天

水市博物馆。

“瞧，这件青铜器造型多奇特。”山西

游客张博洋指着战国时期的错银云纹承

弓器夸赞，文物采用错银工艺，通体遍布

纹样，造型和装饰直观地体现了这一历

史时期该地区的艺术表现特点。

“以前觉得粟特族很神秘，今天亲眼

看见了有关粟特族的文物，很是惊喜。”江

苏游客李开心看到隋唐时期的文物——

贴金彩绘围屏石榻时说，围屏石榻通过对

生活场景等的绘画，再现了粟特族的葬俗

和文化，精美的文物背后蕴藏着隋唐时期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记忆。 （转 2版）

——““五一五一””假期天水市文博场所火热假期天水市文博场所火热

感受历史魅力感受历史魅力 品味文化盛宴品味文化盛宴

本报庆阳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安志鹏 通讯员王玉琴）“五一”假期首日，环

县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各景区景点热闹

非凡，游人络绎不绝，当天共接待游客10.2

万人次，其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环州

故城景区接待游客7万余人次。

当天，从上午 10 时到晚上 10 时，环

州故城景区的长街上游客摩肩接踵，店内

座无虚席。辣椒房里，石碾碾出的辣椒香

味吸引着一批批游客驻足观看；古巷内，

吹糖人、糖画、皮影戏等非遗项目让游客

大饱眼福……不只环州故城景区，环县各

个景区景点也迎来大批游客。

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环县还将

陆续举办“中国最美羊肉串”邀请赛暨自

主品鉴体验、“乐享故城·共赴环州”演唱

会、“吴桥献技·跃动故城”杂技表演等活

动，努力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感。

环县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 10万人次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甘肃平凉崆峒山，因传说黄帝

问道于崆峒山的广成子而被称为道

家第一山。

五月的崆峒山，绿树成荫，空气

中涤荡着树木的清香。在这，不仅

可以欣赏到风光旖旎的自然美景，

更能领略到独具特色的古建筑群。

崆峒山佛、道、儒三教并存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凝重典雅的八台

九宫十二院、四十二座建筑群、七十

二处石府洞天，气魄宏伟，底蕴丰

厚，堪称中国古建筑和文化艺术的

代表之一。1990 年，中国建筑专家

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朱畅中、谢凝

高曾给予崆峒山古建筑“奇险灵秀、

古朴精巧”的评价。

进入景区，一路拾级而上，看着

那亭台楼阁，宝刹梵宫，庙宇殿堂，

古塔鸣钟，遍布诸峰，仿佛跨越了时

间，置身于古代。

“崆峒山在历代皆有兴建或重

建，山上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1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一般文物点

碑刻 85 通。”平凉市文旅局文物科

科长刘宏伟介绍说，崆峒山古建筑

群由皇城建筑群、雷声峰建筑群和

凌空塔三部分组成，共有 16 处文物

建筑，主要为宋代和明代建筑遗存，

清代曾不同程度予以修缮。

踞马鬃山之巅的皇城建筑群清

秀典雅，始建于北宋乾德年间，为崆

峒山宫观之首。绿树掩映下的雷声

峰建筑群，同样始建于北宋乾德年

间，因其险峻陡峭被称为“建筑史上

的经典之作”。始建于北宋天圣七

年的凌空塔，是一座无基座的八角

七级楼阁式空心砖塔，塔顶生长有

近 200 年的松树，构成了叹为观止

的“古塔托松”胜景……

“这里的古建筑群太震撼了，仿

佛穿越了时光。”“崆峒山古朴险峻，

景色壮丽，不愧是西北名山。”古色

古香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的景观

布局，令众多游客心生赞叹。

近年来，平凉在奋力推进崆峒

山景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进程中，

不断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强化精细

管理，（转 2版）

在崆峒山探寻古建筑之美

5月 1日，天水市麦积山景区游客众多。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5月 1日，游客在兰州野生动物园游玩。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石丹丹

他们用青春的声音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越城乡山川、他们用年轻的肩膀扛起服

务大局的使命担当……与青年同向，与

青春同行，2023 年，团省委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围绕中心大局、紧扣青年实际，不断提升

共青团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推动全

省共青团事业和青年工作取得新成绩。

青春向党，奏响时代强音

“通过学习，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党

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备受教育、倍感振奋。”

“作为当代青年，我们要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绽放光彩。”

……

不久前，共青团定西市委充分发挥“青

年讲师团”力量，组织骨干青年讲师分众

化、精准化、互动化开展理论宣讲，帮助全

市团员和青年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宣讲

在团员青年中激发起思想共振、情感共鸣。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

败。一直以来，甘肃共青团牢记为党育人

的政治责任，始终把思想引领贯穿团的工

作全过程。团省委先后举办 2 期主题教

育读书班，示范带动全省各级团组织开展

分层培训、专题报告等学习活动 1300 余

场次，组织团十九大代表、优秀团干部和

青年讲师团成员开展专题宣讲 2150 场

次，动员青联、学联、少先队及团属青年社

会组织开展学习活动 630 余场次，覆盖

11.2 万余人，形成了浓厚学习氛围。

用信仰点亮青春，甘肃共青团的探索

不止于此——

甘肃共青团高效务实开展团员和青

年主题教育，各级团组织以团支部为基本

单元，依托“三会两制一课”，组织团员和

青年扎扎实实读原文学原著悟原理。

同时，突出分类指导，针对新兴青年

群体、企业团员和青年、学生团员和青年、

少先队辅导员群体设立 4 个专项组指导

推进。在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科研院所

等领域开展 6 场“前置关口”“实战场景”

分众推演会总结经验，制定 8 项工作指

引，实现精准发力。（转 2版）

——甘肃共青团广泛凝聚青春力量积极服务全省大局

为 陇 原 高 质 量 发 展 蓄 势 赋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