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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走进位于天水市城区的伏羲庙，建筑古
朴、古树繁茂，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9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伏羲
庙，他一边走一边看，不时与天水市博物馆的
工作人员交流。

天水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复兴为总书记
介绍了伏羲庙和伏羲文化相关情况。习近平总
书记来考察伏羲庙，让刘复兴和同事很受鼓
舞：“我们保护伏羲庙、研究伏羲文化，就是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人文始祖伏羲，感受中华
文明的独特魅力。”

9月，正值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慕
名走进伏羲庙，他们认真倾听讲解员讲述伏羲
画卦、肇启华夏文明的故事，近距离了解伏羲
文化。

来自河南南阳的游客李莉在踏进伏羲庙的
那一刻，就被厚重绵长的历史文化所震撼，
“看过伏羲庙，才知道了我们的根脉所在，心
中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天水市博物馆馆长刘玉璞介绍说，伏羲是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创历法、教渔猎、驯
家畜、烹食物、定婚嫁、造书契……用一系列
发明创造引领华夏先民告别鸿蒙状态、迈向文
明，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

刘玉璞说：“总书记来伏羲庙考察，让我
们备受鼓舞。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弘扬伏羲文
化，做好伏羲庙古建筑、古树保护工作，办好
公祭伏羲大典、发挥好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桥梁
纽带作用。”

天水伏羲文化促进会会长、天水师范学院
教授雍际春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了总书记来伏羲
庙考察的消息后，非常激动。作为多年研究伏羲
文化的学者，他告诉记者，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
非常重要的本源文化之一，这么多游客慕名而
来，了解伏羲文化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寻根。

雍际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让我
们备受鼓舞。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伏羲文化，进
一步探寻文化根脉，寻找文化自信的源泉。

保护传承好宝贵文化遗产

天水伏羲庙建于明成化年间，是我国保存
最为完整、建筑年代最早的祭祀伏羲氏的
庙宇。

来到伏羲庙的游客，都会在这里拍照“打
卡”，留存美好记忆。

来自西安的游客侯先生告诉记者：“来天
水肯定要来伏羲庙，这里的建筑、古木都保存
得很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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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水文物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刘玉璞介绍说，天水伏羲庙从明代至今总
共进行过12次维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从1986年起至今，共进行过三次保护修缮工
程，基本恢复了历史上记载的格局。

2023年6月2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
后，伏羲庙开始了最近一次的修缮。刘玉璞介
绍说，我们对中轴线上的5座古建筑进行了维
修，更换了破损的部分瓦件、脊件，并按照传
统方式重做了檐部地仗、油饰。

此次保护修缮任务在8月圆满完成，解决
了伏羲庙的安全隐患，延续了古建筑的“生
命”。与此同时，伏羲庙数字化保护项目启
动，下一步还将对先天殿和太极殿的暖阁彩绘
开展进一步的保护。

刘玉璞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

如何传承弘扬好伏羲文化，也是天水市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天水市着力开展伏羲文化系统研
究阐释，着力打造国际知名文化品牌，着力打
造全球华人寻根祭祖地，推动以伏羲文化为代
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每年一次的伏羲文化论坛，邀请各界专家

学者研讨交流，为推进伏羲始祖文化传承创新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智力支持。

2022年省级层面成立了伏羲文化产业研
究院，天水市和天水师范学院也共建了伏羲文
化研究院，天水市成立伏羲文化研究中心……

据天水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文东
介绍，天水市充分调动和发挥伏羲文化研究中
心、伏羲文化研究院、伏羲文化促进会的作
用，邀请和组织省内外学术力量，系统梳理伏
羲文化的历史遗存、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全
方位挖掘研究伏羲文化的丰富内涵，助力伏羲
文化的传承弘扬。

同时，围绕人文始祖、一画开天等主题，
天水市制作推出一批以伏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
产品、文艺精品和文创产品，以沉浸式体验、
具象化表达，把博大精深的伏羲文化，转化为
能被更多人所接受的文化感召力。

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伏羲庙前的广场，游人络绎不绝。
每年6月，这里都会隆重举行公祭中华人

文始祖伏羲大典，来自海内外和港澳台地区的
中华儿女前来寻根祭祖。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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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古先民的筚路蓝缕，孳乳了中华民族独
特的文化样貌；对始祖的远眺想象，凝结为所
有华夏儿女的血缘根系。

祭祀伏羲，在天水早有传统。1988年，
天水市政府正式举办公祭伏羲大典。2014
年，海峡两岸同时举办共祭伏羲典礼，至今连

续举办十一届，已成为陇台文化交流的重要平
台和情感纽带。

伏羲文化蕴含的理念、智慧、神韵，已成
为海内外华人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象
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也成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丰厚的文化根基。

近年来，公祭伏羲大典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推动海峡两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进一步
增强民族认同感。

2014年海峡两岸共祭伏羲时，天水伏羲
庙就特制伏羲形象，送至台湾嘉义，标志着海
峡两岸共祭伏羲活动正式开始；

2018年和2019年，台湾派团来天水伏羲
庙祭拜始祖；

今年以来，天水共接待台胞投资企业联谊
会、台湾工商业者羲皇故里行、台湾伏羲文化
参访团、陇台大学生文化研习营等多个台湾团
组2000多人……

在今年公祭伏羲大典期间，澳门特区政府
驻京办主任梁洁芝表示，“这是我第二次来到
天水，一路上随处可以感受到伏羲文化的氛围
扑面而来。伏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之一，
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向澳
门同胞宣传好、弘扬好伏羲文化。”

文脉永续、生生不息。伏羲所开创和奠基
的中华古老文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开创美好未来的文
化宝藏和精神源泉。省政府外事办主任张宝军
表示，“下一步，省政府外事办将积极发挥省
政府港澳办职能优势，邀请更多的港澳嘉宾来
甘肃触摸历史、品味文化、游览河山、领略风
情、感悟人文，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同时，借助甘肃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得天独
厚的旅游资源，共同激发三地的交往交流与合
作共赢。”

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
———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伏羲庙考察回访记

做大特色产业 生活红红火火
———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考察回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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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踞陇右，因“天河注水”传说而
得名。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
景观，更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伏羲文
化、大地湾史前文化、秦早期文化、麦积山石
窟文化、三国古战场文化等在这里形成、发
展，厚植了天水独特的文化底蕴。

9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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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极大地鼓舞和激励
了当地文化工作者。大家纷纷表示，要保护传
承好伏羲庙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深入挖掘文
化内涵、阐释精神实质，讲好伏羲故事，打造
伏羲始祖文化品牌，让文化遗产成为中华儿女
共同的精神财富，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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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9月，天水沃野田畴，瓜果飘香。
9月1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天水市

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考察。习近平总书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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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施工难题时的情景。当得知近600万名群
众从此告别苦咸水后，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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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果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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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关怀鼓舞人心，殷殷嘱托催人奋
进。当地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关怀和嘱托，用心用力做大做强特
色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让花牛苹果品牌更响亮

汽车盘山而上，便来到了麦积区南山花牛
苹果基地产区之一的花牛镇二十里铺村。道路
两旁一级级山台地上，行行果树整齐排列，红
彤彤的花牛苹果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是全国规模较大
的元帅系苹果生产基地，同时也是集果品生
产、科技示范、休闲观光、多元教育为一体的

现代农业示范园。
9月1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果林，

向现场的果农、农技人员等详细询问花牛苹果
品质特色、种植技术、市场销路等，并同乡亲
们亲切交流。

“总书记询问合作社的经营模式、果园施
肥情况，问得很仔细。”站在果园里，果农武
双泉回忆与总书记交流时的场景。

当时，武双泉回答说，合作社以统分结合
的方式经营，果园统一建设、农资统一采购、
各类设施统一使用、苹果上市统一销售，最终
营收全部归个人所有，“得益于科学有效的运
行模式，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目前，武双泉所在的新民苹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种植总面积达5 6 0 0亩，亩产苹果
7000斤。

“质量是打造果品品牌的第一要素。”多
年的种植经验，让武双泉对苹果产业发展有了
更深的认识。近年来，合作社示范推广高光效
阳光树形、精细化花果管理、无袋化栽培、旱
作果园节水灌溉等先进技术，持续提高果品质
量，打响了“花牛”品牌，实现了连年丰产
稳产。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4年第九届中国果业
品牌大会上，“天水花牛苹果”品牌以62.77
亿元的品牌价值荣登“2023中国果品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榜”，位列全国果品品牌第14。

此外，“花牛苹果”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甘味”知名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随着品牌知名度、品牌
价值的不断提升，果农们发展苹果种植业的信
心更足了。

村民董桂红说：“总书记拿起一个苹果，问
果园的事、问我们家里的事，大家心里暖暖的。”

红彤彤的花牛苹果，不仅是麦积区群众的
“致富果”，也是天水市壮大农村经济、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柱性农业产业。

“经过70多年培育发展，花牛苹果品牌更
响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让花牛镇
九峪村村民、裕禾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白志明信心满满。他说：“我们要优化种植
方式，不断提升果品品质，进一步开拓市场、
打开销路，把花牛苹果的品牌擦得更亮，带领
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在保证果品质量的基础上，我要创新营
销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电商+’模
式，让天水花牛苹果远销四方，让乡亲们的日
子越来越幸福。”兴旺山村村民、兴斌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赵斌说。

把特色产业做得更大

果园里硕果满枝，习近平总书记和果农们
拉起了家常。

“在家门口的果园务工，既能照顾孙子，
还能挣钱补贴家用，每年有3万多元的收
入。”董桂红高兴地对总书记说。

四月疏花、五月疏果、六月套袋、七月除
草、八月施肥、九月摘果……一年中有近10个
月的时间，董桂红都与花牛苹果在一起，“看
着村子里苹果产业越来越好，心里甜滋滋
的。”

9月，是苹果基地最热闹的时候。果农们
将成熟苹果放入筐中，经历分拣、转运等流程
后，销往各地。

奚义军是二十里铺村的种植大户。他家的
果园里，一颗颗花牛苹果红润饱满、色泽艳
丽，一派生机勃勃。

“今年种了22亩苹果，产量将近20万
斤，预计能有30多万元的收入。”奚义军说，
这些年靠着种苹果，不仅供出两个大学生，还
为家里购置了两套新房子。

“总书记给我们加油打气，我们一定能把
苹果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奚义军心劲儿倍

增，接下来计划引进新品种，流转更多土地，
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致富。

麦积区所在的天水市，地处秦岭西段、渭
水中游。这里横跨黄河和长江两大水系，南北
气候条件兼而有之，赋予花牛苹果得天独厚的
生长条件。

天水市副市长、麦积区委书记康泰来介
绍，近年来天水市持续推进果业迭代升级，着
力打造现代山地特色农业示范区，全市果品基
地面积稳定在230万亩，总产量270.8万吨、产
值115.2亿元。以花牛苹果为主的苹果面积发
展到123万亩，总产量237万吨、产值79亿
元。果品产业在农业一产中占比为41.14%，在
全市农民人均收入中占比为23.3%。

与此同时，天水市持续强化苹果产业延链
补链工作，努力实现由果汁单一加工向果蔬脆
片、果脯、含片、果粉、果泥等多样化加工转
变。截至目前，全市建成果汁、苹果脆片等精
深加工厂（企业）18个，年加工总量20万
吨，加工增值1.97亿元。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各地要各展其长。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苹果产业做
得更大更强。”康泰来说。

让引洮工程发挥更大效用

引洮工程的建成，使甘肃中部地区5市14
个县近600万人告别了长期吃苦咸水、高氟
水、水窖水和吃水难的历史，为甘肃打赢脱贫
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省水
利厅一级巡视员吴天临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
我省引洮工程建设运行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这项民生工程。当
得知近600万名群众从此告别苦咸水后，总书
记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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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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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年过去了，近600万名陇原群众的盼水
梦成了真，清澈的洮河水缓缓流淌，成了滋养
一方百姓的“幸福水”“致富水”。

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所在的麦积区乃至天水
市，都是引洮工程的受益地区。引洮工程通水
后，解决了天水城乡80万名群众的生活用水和
二、三产业发展用水问题，供水质量明显
改善。

不仅在天水，引洮工程的建成，为我省中
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水资源支
持和保障，受益区的蔬菜、林果、马铃薯、中
药材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量逐步增加，群
众稳定增收。

奔腾千里的洮河水，让陇中旱塬上群众吃
水、用水的美梦成真，也让甘肃绿色生态高质
量发展的愿景得以延续，昔日荒山枯岭变绿水
青山，受益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在此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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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希望，一定
会把这项造福人民的工程建好、管好、用
好。”吴天临表示，省水利厅将围绕更好发挥
工程效益，加快灌溉工程建设，打造以引洮工
程为水源的百万亩大型灌区，提升农业产业发
展水平，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同时，围绕水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紧紧抓住引洮作为数字孪生
智慧水利试点工程机遇，全力推动引洮工程水
资源和工程管理科学化水平，使水利发展成果
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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