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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车、挖机、搅拌机的轰鸣声，运料
汽车、三轮车装车卸车的“哐啷”声，还
有村社干部和村民在施工现场的吆喝
声交织在一起，在这个金秋时节，成县
纸坊镇掀起了维修损毁道路、水渠，硬
化破损公共区域场地的建设热潮。

今年以来，成县纸坊镇依托陇南民
事直说“1234”工作法，从民生小事着
眼、群众所需着手，聚焦基础设施建设、
人居环境整治、公共事务服务等群众关
心的“村里事”，听民声、聚民心、汇民
力，由“挂号”应诊向主动“问诊”转变，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用“小温暖”撬动“大治理”，让
“民声”落地有声。

“要我说，我们社的路是个大问题。
与567国道连接的路口又急又窄，就一

车宽，而且水渠也不好了，一下雨村口
全部是泥，能不能把水渠给重新疏通一
下，这样路也宽了，水也有地方去了。”
“我们村是新农村，但是外墙又破又旧，
是不是可以修缮一下。”“还有垃圾没地
方堆放，能不能想个好办法……”纸坊
村团庄社的民事直说会上，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畅所欲言，村干部们用心聆听，
把村民的话全记在本子上。

村民有需求，干部忙回应。
按照村民的意见，纸坊镇筹集材

料，组织村民投工投劳，将原本只有3米
宽的通社路拓宽到3.5米，完成了140米
水渠修复，粉刷外墙750平方米。村民的
意见及时得到落实，村民们也主动分担
“责任”，家家自觉出人出力，彻底改善
村容村貌。

“干部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愁，群
众自然是看着做、跟着学。在为民办实
事过程中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呼声作为

第一信号，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多组织
群众参与其中，群众才有意愿评价、管
理这个事。”纸坊镇刘山村党支部书记
魏旭说。

刘山村陈上社荒废的打麦场杂草
丛生，是村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一
大难题，镇上给予水泥和沙石料支持
治理，但资金仍然不够，于是村上发
出倡议，希望村民在资金和人力上予
以帮助。倡议一经发出，立即得到了
村民的积极响应，短短两天就筹集资
金近4000元，群众纷纷表示愿意投工
投劳。

“现在直接用收割机收庄稼，这
个碾麦场多年未使用，杂草丛生，垃
圾到处都是，村民们都盼望着能够修
整一下。现在硬化了，大家活动起来
也有场地了，停车也方便了。”村民
刘福亮说。

一块场地修到村民心坎上，也凝

聚起了民心。全社在家村民自愿参与
建设，在外务工无法回家的人员也纷
纷捐资捐物。无法干体力活的老人
们，也免费给干活的村民做饭。村民
贾凤巧说：“都在帮我们搞建设，我
们做顿饭算不了啥。”

“我们围绕党建引领、服务群
众、创新治理、联结邻里工作目标，
以民事直说这种接地气、冒热气的形
式，深入农户家中听民声、察民情、
解民忧，村干部和群众面对面沟通，
倾听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
事，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架起了
干群连心桥，当好群众的贴心人，不
断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成
县纸坊镇党委书记李倬说。

成县纸坊镇：问需于民 让“幸福”来敲门

本报记者 张卓宁

近年来，武都区姚寨镇坚持党建引领，依
托自身旅游资源，深入推进“五大工程”，对
标对表“一强三引领”农村基层组织整体提升
三年行动，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经济优势，实现“美丽环境”向“美丽
经济”的有效转换，走出一条在党建引领下的
强村富民发展道路，不断助力乡村振兴。

姚寨镇通过争取资金逐步完善了镇、村两
级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了便民服务帮办代办
点、流动党员驿站、党员责任区等阵地，立足
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依托万象景区建
设，确立了“农旅融合”发展路径，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业态发展。

同时，依托“大景区+全域游”发展布局，
引导群众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餐饮、住宿、娱
乐等旅游产业，致力将村庄变景区、农房变客
房、产业变产品、村民变股东，让好风景变成
“好钱景”。目前全镇已发展农家乐22家，民
宿2家，2023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200
元，村民在自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必然要求。姚寨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以万象景区建设为契机，注重“里
外”结合，打造一步一景的和美乡村。采用
“东羌汉风”风格对村内88家民居和农家乐提
升改造，高标准实施了雨污分流、河道治理、
巷道硬化，持续深化拆违治乱，整治闲置村集
体土地建成了智慧停车场，改造闲置教学点为
“礼宴中心”，目前，水、电、路、网、气等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物流
等公共服务保障到位。

在扮靓村庄“面子”的同时，姚寨镇更加
注重提升庭院“里子”。以农村“九改”工程
为引领，以“美丽庭院”创建为抓手，持续推
进“党建红”与“环境绿”深度融合，党员干
部带头示范，从身边小事做起开展庭院整治，
引导群众自觉养成“叠被子、收杂物、扫院
坝”的良好生活习惯。划定了常态化清扫区
域，坚持垃圾日产日清，完成厕改260座。人居
环境从“局部美”逐步转向“全域美”。2023
年姚寨镇四合村成功创建为市级和美乡村，目
前在积极争创省级和美乡村。

基层治理，党建是关键。姚寨镇积极探索推
行“五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坚持政治引
领、突出自治强基、强化法治保障、注重德治教
化、深化智治赋能，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坚持常态化、实效化、品
牌化推进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围绕
景区建设过程中矛盾纠纷易发多发的实际，结
合主动创稳等工作，创新“三变”模式，用心
用情用力化解矛盾纠纷，今年以来，共走访群
众237人次，处置矛盾隐患38个，化解急难愁盼
问题22件。创建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社、社
干部和党员包户、户包区域的“四包”责任机
制，全面负责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安全生产、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政策法规宣传教育等各项
工作，实现村内建设合法有序、基础设施有人
维护、庭院卫生定期保洁、文明劝导人人
参与。

（上接第一版）

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
路，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75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摆在面前的，
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时代
课题。

75年后的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探索出一条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
光辉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独立自主是我们党
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

坚持独立自主，深刻揭示了党始终把握历
史主动的根本原因。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
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
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

历史的长镜头，记录奋进征程：
1935年1月，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召开，

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
阶段。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罗布泊上空的巨响向世界宣告：中国
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国防尖端科技的
重大突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
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
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2021年7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
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
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浴血奋战、百折
不挠，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自力更
生、发愤图强，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的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历
史逻辑分外鲜明：

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
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
己来处理。

有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的成功崛起完全
是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结果。

坚持独立自主，生动诠释了新中国成立75
年来伟大成就的实践密码。

2020年7月，正在长春考察调研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一汽集团，强调“一定要把关键核心
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要立这个志向，把民族汽
车品牌搞上去”。

3年后，中国汽车工业迎来历史性时刻。
202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超过3000万辆。
其中，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市场份额超过一半。

1953年，万名建设者在长春西南郊茫茫荒
原上夯下一汽第一根基桩。70多年来，中国汽车
工业书写下从自力更生到打开国门、从引入外
资到民族自主品牌崛起的恢弘篇章。

展开75年历史长卷，“两弹一星”、杂交
水稻、载人航天、量子信息、深海深地探测、
大飞机制造……攻克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艰难
险阻，创造一个个令世人惊叹的奇迹，为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写下彪炳史册
的鲜明注脚。

回望75年光辉历程，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
立之初的600多亿元到2023年超过126万亿
元；从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到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向制造
业强国进发；从封闭半封闭到高水平对外开
放……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阔
步走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种独立自主
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
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
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根本保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
立自强

2024年6月25日，历经53天太空之旅，嫦娥
六号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携带
人类首份1935.3克珍贵月球背面月壤返回地
球。此举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一系列探月任
务的又一次胜利”。

探索浩瀚宇宙，是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历程的缩影，闪耀在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航程上。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揭示真谛：

“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
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
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

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
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

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是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
设，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不能照搬西方现
代化模式，只能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全体人民的辛
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通过激发内
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
现国家发展”。

苦难辉煌。百年党史、75年共和国历程，中
华民族探索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曾经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国家，如今已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民不聊生、积贫积弱
的国家，如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建成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向着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稳步前进……

“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数十年前，有学者发
出痛切之问。

历史大潮奔涌，结论已然鲜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
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是选择自己的道
路、做自己的事情。”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
过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独立自主”作
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历史经验
之一。

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是应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
察期间，来到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了解企业
自主研发情况。

面对广大干部职工，总书记坚定地说，“我
们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发展最终还是
要靠自己”。

5年后，还是这片热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能不能
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
技自立自强。

75年来，从“向科学进军”到提出“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到建设创

新型国家，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开
启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

跻身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家、研发人员
总量稳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
400万件……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中国，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
前进。

75年来，独立自主，是社会主义中国面对国
际风云变幻坚定前行的重要原则；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发展，坚持独立自主，是在大变局中立
于不败之地的制胜之道。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牢牢
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着力提升能源产业链自
主可控水平，多方面夯实能源安全基础……

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独立自主、开拓创新，
矢志不渝走自己的道路，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

珠江入海，伶仃洋上，一座座跨海大桥宛如
巨龙跃海、长虹卧波。

这片海域见证一个又一个沧桑巨变：700
多年前，文天祥在这里留下“零丁洋里叹零
丁”的感叹；180多年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
炮从这里驶入；40多年前，改革开放风起，
吹过水域两岸，人民共和国大踏步走上追赶时
代、融入世界的现代化道路。

由“叹零丁”到“跨伶仃”，正是中华民
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闯出来的路；新时代新
征程，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通往复兴的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这条路，在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中开拓前
进———

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走前无
古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从中国实践中
提炼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
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

独立自主，饱含着守正与创新的深刻蕴
意。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
创新才能勇立潮头、引领时代。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
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个根脉，就能在理论创新中不断把中国式
现代化实践创新推向前进。

这条路，立足独立自主，坚持高水平对外
开放———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年4月，深刻思考国内国际形势的新
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

构建新发展格局，体现了坚持独立自主和
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

“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把国内大循环
搞好，这是治本之策。”

“‘双循环’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当别人不
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能活下去、活得
更好。我们敞开大门，谁来与我们合作都欢迎。”

回望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光辉历程，一个
重要启示在于，把握好自主与开放的辩证关系，
中国的发展就能不断跨越关口、砥砺向前。

犹记改革开放初期，有外国媒体认为“能让
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
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小岗破冰、深圳兴
涛、海南弄潮、浦东逐浪……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立足自身、开拓奋进，不断推动改革
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改变了中国，也惠
及了世界。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
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

为自信自立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强大
支撑。

产生于过去的现在，孕育着伟大的未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已经取得的成就、

正在推进的事业、将要实现的目标，赋予我
们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给予我们迎难而上的奋进
力量。

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
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
分，拥有14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
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
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
定力。中国人民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
有这个信心。

（上接第一版）

三国史事的追溯有据，相关历史
遗迹的保存修复，不仅彰显了礼县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的决
心和毅力，也为礼县文旅产业发展捋
出了“文化脉息”。

近年来，礼县紧盯打造文旅康养
胜地目标，以祁山堡为中心，发掘了
点将台、藏兵湾、铁笼山等遗存，形
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三国古遗址群。

如此，有了强大的“文化芯
片”，礼县祁山三国文化产业园的建
设顺势而起，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落
下关键的一子。

产业IP应势而起

在当前旅游需求的催生下，礼县
加快步伐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突出历史文化故事、文化价值和
情感附加值，展示活态文化，以三国
文化为核心，打造了文旅IP——— 礼县
三国文化产业园。

“三国文化产业园围绕诸葛亮
‘六出祁山’的史实，以三国文化为

主题，打造了集三国主题旅游、历史
穿越体验、全民国防教育、户外亲子
拓展等为一体的全业态、全要素旅游
体验环节。”礼县三国文化产业园建
设单位负责人赵慧萍介绍。

进入园区，各具特色的展厅让三国
文化以丰富的形式在这里得以“活化”。

“盐官坊”将三国历史与礼县春
官、泥塑、影子腔等非遗民俗文化相
结合，打造面向学生的研学空间，设
置了多元化的体验课程；

“靖安司”作为以三国文化为主
题的展览厅，实景还原了六出祁山蜀
汉阵营的指挥中心；

“紫烟阁”结合戏曲以及三国人
物造型，打造了专题化旅拍的体验
馆。不仅展出三国服装，还提供租赁
服务，游客可换装进行拍照打卡；

沿着桃园路，可以通向产业园核
心景区祁山堡，站在祁山堡顶四望，
茫茫古战场尽收眼底，转身走进祁山
堡武侯祠，前后《出师表》碑文镶嵌
于大门两旁的墙体，品读碑文，诸葛
亮不忘先帝知遇之恩，为兴复蜀汉鞠
躬尽瘁的贤臣形象跃然眼前；

……
一路听，沿路看。从地理位置、

历史文化资源、交通设施、美食街铺
等细节设置，都能窥看到礼县对文旅
IP的精心打造。

“在园区建设过程中，我们尽可
能换位思考，站在游客的角度，精益
求精，最大程度释放出文旅产业IP的
综合性、互动性、体验性、参与性、
休闲性。”赵慧萍说。

文旅融合相得益彰

文化“破壁”与旅游相遇，让人
不禁发问，如何能让礼县实现由文化
旅游资源大县向文化旅游发展强县转
变，实现引流到引“留”。

透过日前召开的2024·中国甘肃
陇南（礼县）三国文化产业园开园暨
六出祁山文化旅游推广活动新闻发布
会，能够找到礼县文旅融合的主要
靶向。

礼县深谙“文旅融合，以文为
先”之道，立足独特的文化内核，通
过全域布局推动产业发展———

“礼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
重；古迹遗址众多，文物遗存丰富；
自然风光优美，旅游资源富集。”礼
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景原介绍，基
于此，礼县围绕“文化牌”，分区域
打造了“《诗经·秦风·蒹葭》原创地”
“秦皇祖邑·三国胜地”“三国蜀魏之争
征战地”旅游品牌，规划了“一区、三园、
三线、五产业”的发展布局，形成“大景
区+全域游”发展格局。

不难看出，文旅融合发展是综合
性工程，项目支撑是形成一切产业的
基础———

陇南市有关负责人介绍，礼县三
国文化产业园作为全要素旅游体验胜
地，坚持以项目建设持续擦亮文化旅
游品牌，产业园整体规划占地1600
亩，分三期实施，总投资13.86亿元。
目前，一期项目已全面竣工，并于9月
28日正式投入使用。

文旅融合要从全域着眼，更要从
细处落子———

“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礼
县持续打造提升三条精品主题旅游线
路，催生农业观光、乡村体验、研学
旅游、户外运动、康养度假等新业态
竞相发展，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
极。通过培育发展多元业态，吸引更
多游客，更好领略礼县的自然之美、
文化之美、和美之美。”礼县有关负
责人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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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游植入“文化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