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徐冬 编辑：彭小懿 美编：岳雪

不断巩固发展生动活泼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版●44竹乡跃升竹乡跃升 制造领航制造领航
——大竹县促进制造业质量与规模双重飞跃

轧线上的钢轧线上的钢铁战士铁战士
——轧钢厂高线车间四大班大班长石波的故事 版●33

导 读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

李强主持 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 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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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观察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27日上午在北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李强主持大会，王沪宁宣读表彰决
定，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上午 10 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表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
模范个人的决定》。352 个模范集体、
368名模范个人受到表彰。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为受
表彰的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颁奖。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
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
受到表彰的模范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
祝贺，向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们和关心

支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方面人士
表示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
重视民族工作。一百多年来，我们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
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这条
道路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
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创了发展各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局面，
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
族群众生活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我国
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
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历史性巨变。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
化时代化，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
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党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推动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
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民
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道路，着眼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和整体利益，最大限度把各民族凝聚
起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
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确保各族人民
真正获得平等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
主人；正确把握维护国家统一和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坚持统一和自
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
合，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
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实践证明，
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
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共同开
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
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
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各民族血脉相
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根基；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
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各民
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
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各民族经济相依，
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
量；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

的坚强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
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牢固树立休
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
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
教观，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教育，
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推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
文化支撑。

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
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各地区
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融为一
体，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多办顺民意、惠
民生、暖民心的实事，不断满足各族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下转第二版）

“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把
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更加充
分发挥出来，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
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深刻阐述人民政协的鲜明
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希望人
民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
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
量”。

齐众心、汇众力、聚众智。新
时代以来，人民政协提高政治站
位，团结引导各党派团体、各族各
界人士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形成团结一
心、攻坚克难、开拓奋进的强大合
力；聚焦重点任务，深入协商议政，
积极建言献策，为科学决策、有效
施策提供有益参考。实践充分表
明，把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更
加充分发挥出来，有利于完善人民
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有利于最大
限度把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
汇聚起来，有利于促进科学决策、
有效施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
的共同事业，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梦想。当前，世界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不断向广度和深度
延展，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
巨繁重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
凝心聚力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
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
结。讲团结、重团结是人民政协的
优良传统和政治责任。新征程上，
人民政协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
责任，自觉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调
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定能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就要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广泛凝聚共识。要深刻认识
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这
就要求人民政协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和人民政协
组织的鲜明政治属性，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
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
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
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
起来的政治责任；加强理论武装，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派
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进一步实现
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
步、行动上步调一致。

奋进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
程上，人民政协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议政建言，要求人民政协发挥人才
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聚焦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等方面的重点难点热点问
题，深入推进协商议政；着力画好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
圆，要求人民政协完善发挥统一战
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
工作机制，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
人心、筑同心的工作；积极健全人
民政协工作制度机制，要求人民政
协加强政协协商同其他协商形式
的协同配合，健全深度协商互动、
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
制，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
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切实加强政协
委员队伍建设，要求人民政协建设
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
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
伍，把人民政协建设成为委员之
家、民主之家、团结之家。

团结凝聚力量，奋斗铸就伟
业。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
伐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学深
悟透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
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
结合，广泛动员全体中华儿女一起
来想、一起来干，汇聚起实现民族
复兴的磅礴力量，就一定能共同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华章。

（人民日报）

本报讯（记者 丁畅 摄影报道）9月27日上午10时许，
一架华夏云翼公司钻石DA-40NG通航飞机从达州金垭机
场起飞，前往北川永昌机场，这标志着达州低空航线拓展再
度迈出坚实步伐。

“本次飞行，达州、南充、绵阳三市沿途的城市地标、山
川河流、秀美景色尽收眼底。”机长高源告诉记者，达州至北
川航程约474公里，飞行高度3000米，原本四五个小时的
地面车程，因这条低空航线将缩短至两小时左右。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金垭、河市双机场优势，积极抢
占低空经济“新赛道”。2023年12月7日，河市机场取得国
家通用机场许可。今年8月12日，达州至梁平低空航线在
金垭机场试验飞行成功。达州通用航空产业园加快建设，
川东北-渝东北空中应急救援中心即将建成投运，通航运
营、通航制造、应急救援三个主导产业及航空培训、航空物
流、通航文旅三个辅助产业正加速推进。

达州⇌北川低空航线试验飞行

川北技工学校毕业后，王代礼来到
达州“三线”工作，成为一名钳工。

王代礼在车间工作了 12 年，前辈
们言传身教，诠释着匠心精神。

他紧随前辈，兢兢业业、精益求精，
逐渐从工人成长为车间组长。他说，前
辈教给他严谨、细致、专注、负责的匠心
精神是他受益一生的财富。

之后，王代礼调任厂宣传部工作，
后又升任为车间党支部书记。这些工
作并非他所学专业，也完全不同于生产
工作，但王代礼依旧出色完成。他曾
14次荣获基地、工厂优秀通讯员、优秀

思想政治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
誉。

他说他是用匠心在打磨每篇文章，
用匠心对待每位职工。

“干事创业不容易，但只要沉得住
气，静得下心，刻苦钻研，有工匠的决心
和精神，干事创业也不难。回想三线厂
能够从无到有，闯出一片天地，正是靠
这样的工匠精神。”王代礼说。

每件产品都必须是精品

王代礼是四川平昌人。高考填志愿
时，王代礼看到川北技工学校招生宣传

点排着长队，很是热闹，就跟着报了名。
王代礼分到了钳工专业。“我是农

村孩子，兄弟姐妹多，能踏实学门技术，
尽快找一份工作，不给家里增添负担，
心里就很高兴了。”

毕业时，正值“三线”急缺技术人
才，王代礼被招入达州某三线厂，岗位
是钳工，干本行。

回忆入厂经历，王代礼说一开始想
着都在达县，应该很快就能到。没想
到，一路翻山越岭，坐了许久的车，“我
们乘坐的是辆大货车，敞篷车厢里一人
一个小板凳紧挨着坐。路也不是很平
整，车一经过尘土飞扬，就这样，灰头土
脸到了山沟”。

一开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
是牛毛毡席棚子，王代礼最怕下雨天，
一下雨，房间必然进水，只需几分钟，脸

盆、小凳子就漂在水上，一直来回打转。
当时，随着三线建设规模扩大，蔬

菜、粮食供应一度跟不上。平日里，王
代礼最常吃到的就是南瓜汤，吃上一顿
盐渍的咸肉就算过节了。

王代礼当时所在的车间“大神”众
多，有全国、四川省劳模，有获得过业内
多项大奖的资深钳工。王代礼的师傅
正是其中工厂的首位全国劳模。他回
忆到，师傅不善言辞，工作时总是一丝
不苟，全神贯注，特别是钻研起零件来，
就会忘我地沉浸其中。

钳工工艺讲究一个绝对精确，有的
零件位置精度甚至需要精确至毫米度
量。“当时，设备不够，工具不齐，功能有
限，技术条件还达不到，考验的就是钳
工师傅的技术，那都是在毫厘间精雕细
琢。”王代礼表示。 （下转第二版）

重走三线重走三线 再续航天再续航天路路 情情

修身琢业 匠人匠心
——记三线建设者王代礼

低空航线试验飞行低空航线试验飞行。。

“万源秋马铃薯播种的理想时
间是8月下旬到9月初，现在播种略
微有点晚，要确保高产稳产，必须注
意种植方法。”近日，万源市石塘镇
双合村秋马铃薯种植基地，万源市
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邓金贵对农
户进行高产栽培技术指导。

8月上旬以来，达州持续晴热高
温天气，致使各地出现不同程度旱
情，当地采取抢收、抢种、抢浇等“三
抢”措施，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
标任务。

“持续高温加快了农作物成熟
速度，我们实时监测在田粮食作物
的成熟度，列出秋收时间表，开展跨
区域助农抢收。”达州市农业技术推
广站站长李小清说，当地于 7 月 20
日左右开始收割玉米，水稻则在8月
初开镰，达州调用联合收割机助力
抢收，确保稻谷颗粒归仓。截至目
前，达州全市秋收已结束，共收割水
稻 288.2 万亩、玉米 210 万亩、春大
豆16.2万亩。

持续高温不仅“烤”验秋收的
速度，也影响晚秋播种的进度。今
年，达州计划发展晚秋粮食作物
130.5 万亩。其中，再生稻蓄留 31
万亩、秋洋芋种植 70 万亩、其他粮
食作物合计种植 29.5 万亩。为不

误农时，达州各地在大春农作物收
割后抓紧秋粮生产，力争把好晚秋
种植这个全年农业生产的最后一
道关口。

按照“扩大再生稻、突出秋洋
芋、主攻秋红苕”的思路，达州采取
提前筹备农用物资、农技人员包片
指导高产创建、组织群众整地备种
等方式抓好播种和扩面。

“应对旱情，我们采取建提灌
站、安排抽水泵、修建引渠、挑水浇
灌等方式，及时灌溉增墒补墒、抗旱
保苗。”李小清说，今年以来，达州市
投入机动抗旱设备1.2万台（套），完
成抗旱浇灌面积150余万亩。

此外，达州还根据水源现状因
水定种，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抗旱节
水技术。9月14日、15日连续两日，
李小清带队前往宣汉县君塘镇、开
江县讲治镇进行油菜暗化毯状育苗
指导。

“小春生产也提前列入计划。”
达州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农药肥
料科科长向华介绍，达州将继续实
施“天府粮仓·百县千片”行动，计划
种植小春粮食作物 160 万亩、油菜
207万亩。

□杨迎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城霖

力争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达州抗旱保苗忙“三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