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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位置，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全面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成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习近平同志围
绕健康中国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
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推动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
康事业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坚实健康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共计292段论述，摘自
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4年9月期间的报告、
讲话、谈话、致辞、书信、指示、批示等140多篇重要文
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近年
来，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扎实履职尽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
大。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
领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
发展。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
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
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着力推进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
理工作水平，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
应有贡献。

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10月25日至
26 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
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近年来民政事业
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从战略和全局高
度对做好民政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和明确
要求，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民政
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
了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
好贯彻落实。

李强指出，民政事业闪耀着人性的光
辉、彰显着社会的良心、坚守着道德的底
线、体现着文明的传承，是全社会共同的
事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需要
通过不断提高民政工作水平，把包括困难
群众、残疾人等在内的各类群体的切身利

益保障好、发展好，形成为实现共同目标
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

李强强调，要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做
民政工作，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
坎上。政策制定上，从群众多元需求出
发，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政策执
行上，做到政策刚性与工作柔性有机结
合。政策反馈上，健全政策评估优化机
制。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做民政工
作，善于从政治上思考、谋划、推进民政
事业发展。要以深入细致的作风做民政
工作，主动沉到基层一线，把工作抓具体
抓深入，增强见事于细、见事于早的洞察
力，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善于在解决
群众生活小事中做好为民爱民的大文
章。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做民政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
署，系统谋划实施民政改革，既要解决好
群众眼前遇到的烦心事揪心事，也要主
动谋划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

不断开创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
国务委员谌贻琴在讲话中指出，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
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社会组织和区划
地名管理，深化殡葬等领域改革，促进慈
善事业发展，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民政
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对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四
川省、贵州省、陕西省有关负责同志作了
交流发言。

吴政隆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
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代
表等参加会议。

新华社西安10月 27日电
这是幅员辽阔的西部地区。

从昆仑山、秦岭到喜马拉雅
山，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到云
贵高原，从黄河、长江到雅鲁藏
布江……涵盖 12 个省区市，占
全国国土面积七成多，西部地区
分布着草原、湿地、湖泊、森林等
重要生态资源，却也面临着异常
脆弱的生态环境，对保障国家生
态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
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牢固树立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推
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不
断加快治理、加大保护，绿色发
展不断提速、绿色版图持续拓
展、绿色产业蓬勃向上，汇聚起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磅礴
力量。

从生态之痛到生态之治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
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
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
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
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
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然而，曾经有人试图将这
里变成“私家花园”，各式各样的
违建别墅如一块块疮疤，蚕食着
秦岭山脚的绿色。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一场
秦岭生态保护的战役拉开帷幕，
千余栋违建别墅被拆除，改建成
市民公园、复耕成高标准农田；

系统治山、条例护山、规划管山、
智慧控山的措施不断落实落细；
羚牛、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频
频被红外相机拍下……

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拆除至
今已有六年，再访秦岭北麓沿
线，“绿”动与生机随处可感。
沿着秦岭脚下的环山路一路前
行，供市民休憩的驿站、品类丰
富的采摘园区点缀其间。行至
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一场
乡村音乐节正在山脚下上演，
豪迈的秦腔与雄浑的交响乐碰
撞，别具一格。

随着一条长达百余公里的
生态人文经济带在位于秦岭北
麓的西安沿山铺开，“到秦岭去”
已然成为很多西安市民周末休
闲的“刚需”。

（下转2版）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
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
高路不再漫长……”歌曲《天路》唱
出了西藏人民对铁路的渴望，也赞
扬了铁路建设者付出的艰辛努力。

狂 风 暴 雪 、风 火 山 隧 道 、唐
古拉山……一幕幕情景剧舞台背
景，还原了建设者当年在海拔4500
多米冒风雪、战严寒、抗缺氧，甚至
牺牲生命的顽强劳动场景。10 月
17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

“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巡回报告会在
西藏拉萨举办，震撼人心的场面与
情节让人泪湿衣襟。

1984 年 5 月 1 日，青藏铁路西
宁至格尔木段投入运营。2006年7
月1日，全长1142公里的格尔木至
拉萨段全线通车，标志着全长1956
公里的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段全线
建成通车。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
原铁路，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筑路亦筑梦，这条铁路犹如一
条钢铁巨龙，越过昆仑山脉，跨过雪
域高原，寄托着新中国几代人的梦
想，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

眼下虽已进入高原寒冷时节，
乘坐火车进出西藏的旅客仍然较
多。“我们在拉萨游玩了一周，看了
布达拉宫、南迦巴瓦雪山，吃了一些
特色藏餐美食，感受了高原美景与
民族特色文化。”来自浙江的高海丹
一家 4 口到拉萨旅游，正在拉萨火
车站候车乘坐Z166次列车返程。

作为西藏首批藏族铁路职工
之一，43 岁的斯朗卓玛自 2006 年
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已成长为拉萨
火车站副站长。她见证了高原的
发展变化。

“青藏铁路通车 18 年来，最直
接的体现是增强了各民族旅客进出

西藏的便利性与安全性，来西藏旅
游、经商、务工的人多了，带来先进
的技术，同时西藏人到其他城市上
学、旅游也更方便了。”她说，高原群
众逐步跟上了时代潮流。

斯朗卓玛依稀记得，2006年以
前拉萨火车站周边全是土路，一个
商铺都没有，满目荒凉。如今火车
站所处的区域建有休闲运动公园、
学校、医院，还有宽阔的柏油路。

青藏铁路通车还为那曲、拉萨
等地运来更多生活用品、生产物资，
大大提高了货运时效、安全性和运
输量。

秦进元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
限公司拉萨西站工作了15年，见证
了铁路货运的发展。“铁路货运不仅
明显降低了流通成本，也为当地农
牧民提供了增收致富的稳定工作。”
他说，2006年以来拉萨西站货场合
作的物流公司，从 4 家增至目前的
20 多家，货物到发量逐年增加，由
2006 年的 32.9 万吨增加到 2023 年
的571.3万吨，年均增长率17.2%。

阿旺多吉于 2015 年在拉萨成
立西藏吉达物流有限公司，有员工
近 20 人。“这几年不论是各种食品
还是建筑材料，西藏需求量很大，目
前公司经营顺利，所有员工都来自
拉萨周边的农牧区，人均年收入20
万元以上。”

18年来，青藏铁路明显促进了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文交流，已
成为西藏连接祖国多地的“生命
线”。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
30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
客3688.5万人次、运送进出藏货物
8775.1 万吨。西藏的 GDP 由 2006
年 的 342 亿 元 增 至 2023 年 的
2392.67亿元。

繁荣的背后，离不开一批批前
赴后继的建设者。对于当年青藏铁
路建设者来说，“挑战极限，勇创一
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早已深深印记

在每个人心中。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建

设部建设管理科科长路万君今年
50岁，回首当年在唐古拉山附近的
工作岁月，神情凝重。“我记得那曲
段最艰苦，夏天也要生火炉。2005
年冬季下大雪，大部分职工感冒了，
为了不耽误工期，大家分成两班
倒。部分职工晚上挂着点滴，第二
天还要继续上山铺设设备。”

现在，还有默默无闻的铁路养
护工作者持续奋战在雪域高原。为
保障列车安全运行，今年9月1日，
青藏铁路格拉段唐古拉南至拉萨区
间的 27 座车站缓冲区正式开启无
缝化改造施工大战，预计11月中旬
结束。

夕阳划过皑皑雪山，金黄的藏
北草原逐渐暗淡。傍晚时分，寒风
凛冽，“格（尔木）方无车，拉（萨）方
无车，可以上道”。随着一声指挥，
那曲车间管段的嘎恰站施工现场顿
时热闹起来，中铁十二局集团铁路
养护工程有限公司150余名工人如
同一支雄师劲旅，他们誓将保质保
量完工。

钢轨与砂轮锯片来回碰撞，喷
射礼花般的锯轨火花。在长轨拨移
现场，号子声已没过不远处的锯轨
声，工人们用一根根撬棍把近百米
的长轨移运到位……

在施工现场，一名今年新入职
的大学生叶浩然，忍受着高原反应
并未退缩。“来到这里我真正体会
到了当年铁路建设者的艰辛。”他
说，今后要继续向前辈和同事们学
习，学习他们身上那股子韧劲儿，
学习铁路维修施工技术，尽快成长
起来。

青藏铁路作为中国现代化成就
的象征之一，激活了冰封的雪域高
原，见证了高原巨变，正承载梦想迈
向更美好的幸福未来。

（刘洪明 蒋梦辰）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习近平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李强出席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并讲话
近年来，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扎实履职尽责，各项工作
取得新进展，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新时代新
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强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
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
展。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
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
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着力推进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
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
会治理工作水平，积极主动为人民群
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作出应有贡献

■

■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青藏铁路：雪域高原辟新途

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西部实践

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阿万仓湿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阿万仓湿地。。 郎兵兵郎兵兵//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