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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从青藏高原出发，穿高山、越峡谷、汇

百川、纳千流，黄河在神州大地奔腾 5400
余公里，哺育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滋
养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这条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党的十八大以来，踏遍黄河上
中下游 9省区，目光所及、驻足所思，尽是
对母亲河未来的深谋远虑。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九曲黄河激荡

起更为雄浑的新时代交响。

大河之治——“中华民族治理
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2019 年 9 月 17 日，河南郑州，黄河博
物馆“千秋治河”展厅。

在一幅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前，习近
平总书记久久凝视。

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纵横

25万平方公里，摇摆不定的流线如厉鞭抽
向大地，给百姓带来苦难。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
河，也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

曾几何时，黄河“多淤、多决、多徙”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新中国成
立前的 2500 多年间，下游共决溢 1500 多
次，改道26次。

“黄河宁，天下平。”“从某种意义上
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
国史。”思接千载，总书记深刻思考着治黄
与治国的关系。

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祈愿着黄河安
澜。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将治黄重任交到
中国共产党人手中。据统计，新中国成立
至今，黄河实现 70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
24年不断流，先后抵御 12次大洪水，创造

“地上悬河”治理奇迹。
“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
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
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的惨痛状

况。”习近平总书记说。
来到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习近平总书

记沿黄河岸边步行察看周边环境。
凭栏远眺，眼前天高水阔，林密鸟

翔。总书记心中，谋划着黄河安澜的宏伟
蓝图。

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深知治水之
重、之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我们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
华、几度衰落。历史上很多兴和衰都是连
着发生的。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丰，必
须善于治水。”

黄河，无疑是治水的重中之重。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黄河

问题还是要安排时间认真研究一下，党中
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第二日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

“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保护黄
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
的千秋大计。”总书记的一番话，道尽黄河
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
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尽管黄
河多年没出大的问题，但黄河水害隐患
还像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丝毫不能放松
警惕。”

带着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亲临黄河一线考察汛情。

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2021 年 10
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彼时，
黄河秋汛洪水已经退回主河槽，但从主河
槽到码头绿化带 10多米的“过界”痕迹依
旧清晰可见。

刚一下车，总书记便问询前段时间水
位最高时的水边线在哪里。

“这就是10月8日漫滩时的水边线。”
在码头上，黄河河口管理局负责人手持展
板，向总书记一一汇报。

码头风高浪急，总书记伸手帮助扶着
晃动的展板，仔细察看，不时插话提问。

当听到黄河秋汛虽然“有惊有险”，但
没有出现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总书记点
头肯定。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的黄河情怀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陈炜
伟）社区是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的基
本单元。记者 2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
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面向
社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社区助餐、家政

便民、健康服务、体育健身、文化休闲、儿
童游憩等一种或多种服务，优先和重点提
供急需紧缺服务，确保便捷可及、价格可
承受、质量有保障，逐步补齐其他服务。

方案明确，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
建设工程实施范围覆盖各类城市，优先
在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100 万人的大城市
推进建设。综合考虑人口分布、工作基

础、财力水平等因素，选择 50个左右城市
开展试点，每个试点城市选择 100个左右
社区作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先行
试点项目。到 2027 年，在总结试点形成
的经验做法和有效建设模式基础上，向
其他各类城市和更多社区稳妥有序推
开，逐步实现居民就近就便享有优质普惠
公共服务。

拟选择50个左右城市先行试点

我国将开展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

本报沈阳电（记者曹忠义）
11月 25日，我省党政代表团赴
辽宁学习考察，两省在沈阳举
行工作交流座谈会，共同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加强区域协同、深
化务实合作，奋力谱写新时代
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
振兴新篇章。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座谈会
并讲话，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郝鹏主持座谈会并
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
玲，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李乐
成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辽宁省政协主席周波出
席。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辽宁长期以来给予黑龙江振兴
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辽宁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全面振
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着力打造
4 个万亿级产业基地、22 个重
点产业集群，以超常规举措打
好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
的“辽沈战役”，推动振兴发展
不断取得新突破，我们对辽宁
取得的突出成就由衷祝贺。辽
黑两省历史文化同源、发展历
程相近，同为国家重要老工业
基地，都拥有一批“国之重器”、
都曾创造出诸多共和国第一。
新时代新征程上，两省共同担
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的重大政治任
务，我们与辽宁携手同行，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
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感
恩奋进，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
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深化战略
对接，携手服务国家大局，推动
黑龙江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
障、一高地”与辽宁打造新时代

“六地”目标相衔接，全面提升
维护国家“五大安全”能力，形
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
撑。深化优势互补，共同推进
高质量发展，加强产业、科技、
开放、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推
进沈大与哈大齐自主创新示范
区强强联合，沿边开放与沿海
开放联通互动，筹办亚冬会与
冬运会互鉴互促，释放合作共
赢的叠加效应，为可持续振兴
增添新动能。深化区域协同，
完善交流合作机制，打造常态
化、多层次交流合作平台，加强
政府、高校、院所、企业协同协
作，密切人文领域交流交往，续
写江海情谊，唱响“东北一家
人、东北一家亲”，以高质量区
域协作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不断
取得新突破。

郝鹏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辽宁考察表示欢迎，对黑龙江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
兴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年以来，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六
个龙江”、推动“八个振兴”，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展现出振兴
发展的良好态势，成绩令人振奋，好经验好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当
前，辽宁正全力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一手抓高质量发展、一手抓
全面从严治党，紧扣打造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
宁新篇章。维护好国家“五大安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是总书记赋
予两省共同的政治责任；深化互学互促、对接合作，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务实之举。自今年 5月，辽宁省党政代表团赴黑龙江学习考察
以来，双方在产业、科技、人文、交通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新进
展。我们愿与黑龙江一道，在前期合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产业发展合
作，推动辽宁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22个重点产业集群与黑龙江“4567”现代
产业体系联动发展，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力推动科技
创新协同，打通产学研用合作链条，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共
同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深化港口、口岸合作，推动东北海陆大通道上升
为国家战略，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共同发展冰雪经济，联合开发冰
雪旅游线路，合力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建立完善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厚
植兄弟省份情谊，推动实现更深层次区域协同，奋力谱写深化交流合作崭新
篇章，携手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在辽宁期间，我省党政代表团考察了沈阳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国际软件园、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省领导张安顺、徐建国、杨博、于洪涛、贾玉梅、余建、王合生、张亚中；辽
宁省及沈阳市、大连市领导王新伟、王健、胡立杰、蒋天宝、姜有为、陈绿平、
王利波、陈绍旺参加有关活动。

各市（地）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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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婧

11月25日上午，哈尔滨市第24中学校
建校 70 周年庆祝大会在哈尔滨市平房区
召开。当天，还举行了“平房区教育高质量
发展成果巡礼”展览。作为省会城市行政
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先导区“四区叠加”区
域，平房区教育始终围绕“公平”和“优质”
两大主题，聚焦顶层设计，写好优质均衡

“核心文章”；聚焦队伍建设，写好优质均衡
“实质文章”；聚焦评价改革，写好优质均衡
“创新文章”。通过“三个聚焦”努力办好老

百姓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推动全区基础
教育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聚焦顶层设计让教育空间更广阔

把教育事业发展纳入“十四五”规划、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平房区发展长远教
育的决心坚定；优先规划教育发展、优先
保障教育投入、优先配置教育资源，平房
区发展优质教育的力度空前；创新构建平
房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4+N”全链条
协同育人体系，拉动优质均衡发展“新引
擎”，平房区发展整体教育的成效显著。

近年来，市、区两级政府累计投入

2.1 亿元，全面改善平房区义务教育学校
整体办学条件。截至目前，新增校园面
积近 17 万平方米、校舍面积 10.4 万平方
米、音美教室面积 2677 平方米，新增 3980
个义务教育学位，新建学生运动场地 7万
余平方米。有效解决了老旧拥挤学校的
校园、校舍、设施配备不达标难题，迈出
优质均衡硬件建设关键一步。

“将东安、哈飞、东轻、新城四大学区
实行整合管理，‘学区长’‘学链长’引领
本学区学校强化集体教研和资源共享，
实现校际间协同发展，形成学区和学链
内优势互补、发展同频、培养同步的教育

发展新格局，创新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纵横交织的协同育人体系。”平房
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孙颖童在介绍局领导
挂牌包保“四大学区”具体情况时说，目
前全区形成了“教师研培整体化、学生培
养多样化、学校评价综合化”的教育发展
态势，可以满足学生家长的更多需要。

聚焦队伍建设让人才选聘更有力

平房区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
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一手抓素质提高，
一手抓质量提升，念好“招”“引”“育”“调”
四字诀。 （下转第三版）

哈尔滨市平房区

努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每一所学校

美景冰雾冰雾

11 月 26 日，哈尔滨市清晨气温达
到-20℃。滨水大道附近的松花江，多
处江段已经封冻。严寒中，一处未冻的
水面雾气缭绕，如梦似幻。

本报记者 张澍摄

，到亚布力滑雪去！

本报26日讯（记者薛立伟 徐佳倩）26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亚布力体
育训练基地调研第九届亚冬会场地场馆
和交通基础设施改建工作。她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和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重
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高标准高质量
推进亚冬会各项筹备任务，加快比赛场地
场馆改造和配套设施建设，全面落实精
彩、圆满、绿色、廉洁的办会目标，把亚冬
会打造成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促进
国际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拥有集竞技滑
雪与旅游滑雪于一体的综合性滑雪场，是
国家级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曾多次举办国
际雪上赛事。梁惠玲乘坐缆车登上大锅
盔山顶，俯瞰亚布力滑雪场山形地貌，了
解亚冬会高山场地、滑雪登山场地、坡障
场地赛道设置和配套设施情况；来到竞赛
指挥中心、雪具大厅、运动员公寓、体育
馆、南极宾馆等场馆，察看亚冬会颁奖大
厅、住宿房间、餐厅等场所设施配备情
况。她强调，要坚持国际赛事标准，推进
运动场地场馆规划和改建，全力做好电
力、供热等配套保障工作，加强创意设计，

展示中国风范，体现龙江特色。要坚持集
约节约的原则，把握简约大气有特色的整
体基调，做到节约办会、提升效益。要打
好提前量，在守住各类安全底线的前提
下，倒排工期、多措并举，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场地改造项目。要统筹比赛需要与长
久利用，提升现有各类冰雪运动和服务设
施功能，助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
育示范区建设。

梁惠玲还沿途来到亚布力南站，察看
火车站大厅、座椅、安检系统等设施设备，
强调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改造建设，实施
沿线周边环境专项治理，推进火车站配套

设施提档升级，不断提升车站及周边整体
形象，尽快实施电气化改造并恢复通车运
营。

在田径场和田径训练馆，梁惠玲与教
练员、运动员亲切交谈，了解运动员日常
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她说，亚布力被
誉为“滑雪世界冠军成长的摇篮”。通过
系统科学训练，运动员们不仅提升了竞技
水平，还磨炼了意志品质。大家要树立远
大志向，厉兵秣马、刻苦训练、提高技艺，
争取超越自我、再创佳绩、为国争光。

副省长韩圣健，省直有关部门、哈尔
滨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梁惠玲在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调研时强调

加快比赛场地改造和配套设施建设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亚冬会筹办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