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集中力量辦好民生實事
在甘肅考察時強調要加強社會建設和治理 築牢各族群眾共同富裕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近日在甘肅考察時強調，甘肅要深入落實黨中央關於西部大開發、黃河流域生態保

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決策部署，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

總基調，着力在加強生態保護修復、加快綠色低碳轉型發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開放、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加強民生保障、促進民族團結等方面下功夫，加快

建設幸福美好新甘肅、不斷開創富民興隴新局面，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甘肅篇

章。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社會建設和治理，築牢各族群眾共同富裕基礎。集中力量

辦好群眾普遍需求、能夠辦成的民生實事，讓群眾可感可及。

9月10日至13日，習近平在甘肅省委書
記胡昌升和省長任振鶴陪同下，先後

來到天水、蘭州等地考察調研。
13日上午，習近平聽取甘肅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匯報，對甘肅各項工作取得的成績給予
肯定。

積極發展現代寒旱特色農業
習近平指出，甘肅要積極推進新型工業
化，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做強做優特色
優勢產業，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因地
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打造全國重要的新能
源及新能源裝備製造基地。積極發展現代寒
旱特色農業，培育一批具有競爭力的農業品
牌。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
系統治理，築牢國家西部生態安全屏障。
習近平強調，要以更大勇氣和決心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積極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
設，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鼓勵和支持非公有

制經濟發展。實施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
戰略，提高縣城綜合承載能力，壯大縣域經
濟，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主動服務和對接區
域協調發展戰略，拓展跨省域合作，深度融
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和西部陸海新通
道建設。

把文化旅遊業打造成支柱產業
習近平指出，甘肅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紅
色文化資源豐富。要傳承好紅色基因，加強
文化遺產保護，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設世界文
化遺產保護的典範和敦煌學研究高地，建設
好長城、長征、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為現代
化建設注入強大精神力量。促進文化和旅遊
深度融合，把文化旅遊業打造成支柱產業。

做好積石山地震災區等重建工作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社會建設和治理，築
牢各族群眾共同富裕基礎。集中力量辦好群

眾普遍需求、能夠辦成的民生實事，讓群眾
可感可及。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防止農
村人口規模性返貧致貧。推動農村移風易
俗，培育文明鄉風。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
體意識，依法加強宗教事務治理。做好積石
山地震災區等受災群眾生活保障和災後恢復
重建工作，確保群眾安全溫暖過冬。切實抓
好安全生產。
習近平指出，要毫不放鬆堅持黨的領導、
加強黨的建設。推動各級幹部增強改革創新
意識，推進黨紀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引
導黨員、幹部自覺在遵規守紀、清正廉潔前
提下積極擔當、放手幹事，鞏固風清氣正的
良好政治生態。切實加強基層黨建。

加強青銅器文物保護研究和宣傳闡釋
10日下午，在前往甘肅途中，習近平在陝
西省委書記趙一德和省長趙剛陪同下來到寶
雞市考察。習近平參觀了寶雞青銅器博物
院。他指出，我國青銅文明源遠流長、燦爛
輝煌，在世界文明史上獨樹一幟。要加強青
銅器文物的保護研究和宣傳闡釋，更好激發
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對偉大祖國和中華文明
的熱愛。習近平還察看了渭河生態公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

奇陪同考察。
何立峰及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

志陪同考察。
9月12日上午，習近平在蘭州親切接見駐蘭

州部隊上校以上領導幹部和基層先進模範、
文職人員代表，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向駐
蘭州部隊全體官兵致以誠摯問候，並同大家
合影留念。何衛東陪同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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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國
家主席習近平13日簽署主席令，根據十四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13日上午表決通過
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
十五周年之際授予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決
定，授予15人國家勳章、國家榮譽稱號。
根據主席令，授予王永志、王振義、李振聲、

黃宗德「共和國勳章」。

授予迪爾瑪．羅塞芙（女，巴西）「友誼勳
章」。
授予王小謨、趙忠賢「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

稱號；授予巴依卡．凱力迪別克（塔吉克族）
「人民衛士」國家榮譽稱號；授予田華（女）
「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授予許振超「人
民工匠」國家榮譽稱號；授予張晉藩、黃大年
「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授予路生梅

（女）「人民醫護工作者」國家榮譽稱號；授予
張卓元「經濟研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授予張燮林「體育工作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
號。
「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主要來自國防、科技、

衞生等領域，著名航天技術專家王永志獲獎，他
於1932年11月生，2024年6月去世，是中國載
人航天工程的開創者之一。

「友誼勳章」獲得者羅塞芙是巴西政治家、經
濟學家，2011年至2016年任巴西總統，是巴西
歷史上首位女總統，現任新開發銀行行長。
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主要來自經濟、國防、教

育、科技、文化、衞生、體育等領域，獲獎的科
學家黃大年1958年8月生，2017年1月去世，
是中國著名的地球物理學家，為中國「巡天探地
潛海」填補多項技術空白。

中國決定授予15人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

一連兩日考察 總書記這樣說

來源：新華社

考察歷史文化瑰寶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伏羲廟

伏羲廟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要將這份寶貴文化遺產保護

傳承好，讓祖先的智慧和創造永勵後人，不斷增強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

●距今1,600多年歷史的麥積山石窟
我國四大石窟是中華文明的瑰寶，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文

化價值。希望文物工作者賡續「莫高精神」，潛心為國護寶，為

傳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作出更大貢獻。

察看黃河生態
●黃河蘭州中山橋段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大家要心懷感恩，人人參與、人人

盡責，共同保護好黃河，讓母親河永續惠澤子孫後代。

走訪社區傾聽民意
●蘭州市安寧區棗林西社區黨群服務中心

要緊扣居民實際需要特別是「一老一小」等重點，不斷提高

社區服務水平，把基層治理和社會治安做得更扎實。要持續整

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讓基層幹部把更多時間和精力放到服

務群眾上。

●與退休黨員話家常
民生為大、民生為要，黨中央十分關心老年人的幸福安康，

各地各有關部門在養老、醫療和社區服務等方面下了很大功

夫，要堅持做下去，越做越好。

了解鄉村產業振興
●麥積區南山花牛蘋果基地考察

鄉村振興關鍵在產業振興。經過70多年培育發展，花牛蘋果

品牌更響亮了。要加強品種保護和培育，優化種植方式，創新營

銷模式，把這個特色產業做得更大，帶動更多群眾增收致富。

▲9月10日下午至11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先後來
到陝西省寶雞市和甘肅省天水市考察調研。這是11日上午，習近平在天水市考察麥積區南
山花牛蘋果基地，了解當地發展特色現代山地果業等情況。 新華社

▶9月11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甘肅省蘭州市考察
調研。這是習近平在安寧區棗林西社區考察，了解當地優化社區便民惠民服務、加強社會
治安綜合治理等情況。 新華社

港中大（深圳）成立公共政策學院 為灣區發展育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由
知名學者鄭永年領銜，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公共政策學院（以下簡稱「公共政策學院」）
13日揭牌成立。學院定位為以培養通曉中國公
共管理理念和掌握世界前沿公共政策工具的現
代公共政策人才，構建原創性的中國公共政策
和管理知識體系，促進應用社會科學的發展為
目標，建設成為一所體現東亞，特別是中國公
共管理理念的國際一流公共政策學院。
作為學院創始院長，鄭永年指出，將聚焦粵
港澳大灣區，通過針對本地區現實問題的政策
研究，為粵港澳大灣區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培
養現代公共政策研究人才。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表示，希
望學院的成立成為連接國家與社會、連接香港
與內地、連接產業與政策、連接中國與世界的

重要橋樑，為粵港澳大灣區，為中國，乃至整
個世界的經濟社會發展擔負起更大的使命和責
任。

擬設若干交叉學科兼讀型碩士項目
據介紹，公共政策學院的建設立足於四大特色

和優勢，包括「自主知識體系」、「交叉學
科」、「聚焦灣區」以及「教育交流」。鄭永年
表示，將構建基於實踐經驗之上的「自主知識體
系」，依託中國政治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的實踐經
驗來設計、開發與國際接軌的包容性課程體系。
學院以「交叉學科」為特色，突出文科間、文科
與理工農醫學科的交叉融合，以國家戰略和區域
發展需求為導向，設置前沿和跨學科的專業。從
「教育交流」角度，學院將踐行教育自信，為外
國培養政策研究人才，短期內以東亞國家，特別

是東盟國家為重點，逐漸擴大至歐美等發達國
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公共政策學院開設

「公共政策」及「城市學」兩個碩士研究生項
目。其中，「公共政策」項目旨在培養學生對
當代公共治理複雜挑戰的專業理解以及在識別
和解決公共政策問題方面的專業技能，為應對
全球最緊迫的公共政策挑戰提供人才儲備。
「城市學」 項目旨在培養具有跨學科背景和全
球視角的城市學學術型人才。
未來，面向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面臨的最緊

迫的公共政策和管理問題，公共政策學院計劃
開設若干交叉學科的兼讀型碩士研究生項目，
包括公共政策（科技與創新政策方向）、公共
政策（人工智能與智慧治理方向）公共政策
（醫療衞生與應急管理方向）等。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揭牌成立儀式。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