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之光照亮奋进征程，基层之声传递时代强
音。在昌吉州“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基层理论宣
讲大赛的舞台上，13名（组）宣讲员以赤诚之心、生动
之语，讲述了新时代昌吉大地上的奋斗故事、发展奇
迹与温暖情怀。

他们用“小切口”解读“大时代”，以“小故事”阐
释“大理论”，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民族团结、产业发展的鲜活实践，让思想伟力化

作群众身边可感可触的生动图景。字字铿锵凝聚奋
进力量，句句深情激荡家国情怀，这些宣讲作品既是
理论与实践的精彩碰撞，更是对昌吉州高质量发展
的深情礼赞。

即日起，本报理论版将陆续刊登此次大赛获奖
演讲稿，邀您一同聆听时代回响，感受理论魅力，凝
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典范地州的磅礴力
量，在新征程上书写更加绚丽的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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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
入口和动员令。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调查研究、
办公用房、公款消费、铺张浪费等问
题一项一项抓、一个一个治，让人民
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
化，推动党风政风清明、社风民风清
朗，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2024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4.9%
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
彻落实成效表示肯定。作风建设成效
有目共睹，但“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
和反复性，容易隐形变异、反弹回潮。
比如，有的作风顽疾花样翻新，躲进

“青纱帐”、玩起“障眼法”，成为干群
之间的“隔离带”、高质量发展的“拦
路虎”。在决胜“十四五”的重要节点
上，党员干部要聚焦主题，注重实效，
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有质量、查
有力度、改有成效。

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散一尺。
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需要有扎
实的理论武装。要通过个人自学、专
题研讨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
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吃透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思想
上真重视、真警醒、真自觉。创新学习
方式，结合党史学，从延安整风运动
到新时代作风建设，把握一脉相承的
精神密码；结合案例学，通过剖析违
规吃喝等典型问题，明辨是非界限；

结合岗位学，针对不同领域梳理容易
出现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风险
点。唯有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融入日
常、内化为价值追求，始终绷紧思想
弦，念好“紧箍咒”，才能在诱惑面前稳
得住心神，在利益面前守得住底线。

党员干部生活作风的蜕变，往往
是从吃喝等看似小事的地方开始的。

“堤溃蚁孔，气泄针芒”，这句古训就
是强调防微杜渐的重要性。习近平同
志曾在《之江新语》中写道：“小事小
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
作风。”党员干部要严格对照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深刻认识小与大的辩证
关系，主动“照镜子”自查。各级党组
织要充分运用纪检监察、巡视巡察、
审计监督、群众举报等多种途径“地
毯式”巡检，既要查找违规吃喝、公款
旅游、变相送礼等显性问题，也要关
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隐形变异问
题，从源头上发现“蚁穴”“蝇巢”，防
止“小问题”变成“大窟窿”。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
其源。对于查摆出的问题，要坚持有
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
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下大气力解决‘四风’
问题，不能虎头蛇尾，不能搞成‘半
拉子工程’，更不能搞形式走过场。”
这要求我们剑指问题靶心，注重“当
下改”和“长久立”相贯通，针对问题
产生的根源，完善相关制度规定，防
止问题反弹回潮。通过制定清单量
化改、直面群众开门改、跟踪问效闭
环改，坚决刹住贪风腐气、官风傲
气、惰风暮气，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
评判，促进真改、实改、改到位，真正
以 群 众“ 点 赞 量 ”检 验 整 改“ 含 金
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八项规
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
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新征程上，面对
各种风险挑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尤
为重要。党员干部要通过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在学中思、
查中改、改中进，以过硬作风振奋精
神、激扬斗志、树好形象、赢得民心，推
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
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来源：人民日报

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
的关系问题。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
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
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
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
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无产阶级政
党时，就十分重视作风问题。恩格斯
曾在一些讨论党的建设的书信中，批
评“阿谀奉承的作风”和“华而不实的
作风”。艰苦的革命年代，我们党以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汇聚起气势磅礴
的伟大力量，最终“用延安作风打败
西安作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丰富了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
作风建设新内容，为全国执政后党的
作风建设明方向、立规矩。

中央八项规定源于习近平总书记
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早在地
方任职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善于以抓
党的作风建设打开工作局面。担任正
定县委书记不久，他主持制定了《中共
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
定》，向全县各级领导干部提出明确要
求；在宁德工作期间，他推动和主持出
台“廉政十二条”，主要包括“下基层不
准大吃大喝”“不准公车私用”等内容；
他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将2007年确

定为全省“作风建设年”，着力抓好“大
兴学习之风”“改进工作作风”等六个
方面工作。这些正风肃纪的重要要求
均取得了实效，也为新时代党的作风
建设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的制定实施
提供了实践借鉴。

党的十八大之后，作风建设要解决
“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
2012年12月4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以此作为党的作风建设
的突破口。“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
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
个规定是刚性的。”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
定。中央八项规定只有600多字，却掀起
了一场激浊扬清的作风变革。它既不是最
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
作风的第一步，需要久久为功、接续而行。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中共
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
施细则》；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实施细则》再次成为重要议程之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自上而
下、以上率下，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
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中央八项规定一
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党风政风焕
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我们党以作
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了人民群众信任拥护。
2024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4.9%的
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
成效表示肯定。中央八项规定已经深刻改
变中国，仍将继续改变中国。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
穿石，一滴不可弃滞。”作风建设是一
场持久战，永远没有休止符。中央八
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是长
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开展学习
教育是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的有效形式。人民群众看学习教育是
否有成效，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党风方
面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党员干
部作风是否有明显进步。我们需要拿
出更大恒心和韧劲，坚持党性党风党
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继
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
夫，用学习教育的扎实成效持续擦亮
中央八项规定这张“金色名片”。

来源：人民日报

思想纵横

当杭州亚运会主火炬点燃“绿色亚
运”的全球瞩目光芒时，您可知道，这缕
来自东方的清洁能源之光，有20%的能
量源自新疆准东的光伏矩阵与风电森
林。这不是简单的能源输送，这是共和
国能源动脉的强劲搏动。今天，我怀着
无比崇敬的心情，与大家共同见证准
东，这片热土上的涅盘重生。

从死亡之海到能源心脏，荒
原上挺起产业脊梁

70年前，这里是黄沙漫卷的戈壁荒

原；70 年后，这里已崛起为国家级能源
新城，成为“西电东送”的璀璨明珠。195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时，准东的
地平线只有骆驼刺与盐碱滩。谁能想
到，这片沉睡的土地下，埋藏着占全国
7%的煤炭资源。2005年，开发的号角吹
响，准东人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
魄，在戈壁滩上建设国家第十四个大型
煤炭基地。

今天的准东已成为能源动脉：年产
3 亿吨煤炭的巨型矿车昼夜穿梭，2977
万千瓦煤电装机相当于3个葛洲坝电站
的能量，特高压电网每年输送 680 亿度
电，点亮华东地区千万家庭的灯火。更
令人惊叹的是，这里建成为我国四个现
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之一，煤制气、工
业硅、多晶硅产业集群拔地而起，2024
年开发区产值突破千亿，成为新疆首个
千亿级产业园区。

从无人区到幸福城，产城融
合绘就民生画卷

曾几何时，准东的建设者们住着地
窝子，喝着盐碱水。如今，五彩湾、芨芨
湖两座新城拔地而起：400 公里市政道
路四通八达，200 万平方米绿地织就生
态网络，学校、医院、商业综合体一应俱
全。在这里，“开门见绿、500 米见游园”
成为现实，让10万居民的“城市梦”照进

了戈壁滩。
40年前，老矿工张师傅在戈壁滩搭

帐篷迎娶新娘；40 年后，他的孙子在实
验小学朗朗读书，两代人的接力，让戈
壁有了心跳，让工业有了温度。这样的
变迁正在准东持续上演，从“留人”到

“留心”，这里成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
家园。

从生态禁区到绿色样板，人
与自然奏响和谐乐章

开发初期，准东也曾面临“挖煤毁
生态”的质疑。准东人创造性提出“金山
银山与绿水青山共生”理念。万亩生态
林锁住黄沙，工业湿地公园净化水源，
粉煤灰变身建材，煤矸石化作路基。

朋友们，当你们驱车行驶在准东大
道，两侧的梭梭林与光伏板交织成“蓝
色海洋”；当无人机掠过木垒风电场，白
色风车与蓝天白云共舞——这不是科
幻，而是准东的日常。在这里，“沙戈荒”
变成“绿电粮仓”，光伏板下牧草茵茵，
演绎着“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修
复”的生态奇迹。

从边陲末梢到开放前沿，改
革创新铸就时代标杆

70年沧桑巨变，离不开党的领导与
政策赋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新

疆改革发展稳定寄予厚望，赋予新疆在
国家全局中“五大战略定位”，准东在其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的每一吨
煤、每一度电，都在为国家能源安全注
入底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到新疆
工作后，先后7次到准东调研。在自治区
党委和政府的高位推动下，准东的发展
思路更加清晰，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
坚定。从 2012 年获批国家级开发区，到
成为“一带一路”能源大通道；从电力体
制改革试点，到绿电交易支援杭州亚运
——准东始终勇立改革潮头。作为全疆
唯一入选“中国开发区营商环境百佳”
的园区，“谁转化就给谁资源”的供给侧
改革激活一池春水；现代产业学院培育

“大国工匠”；专家技术团队打造“5G智
慧矿山”，近千台无人矿卡昼夜奔忙，采
矿效率提升40%；特高压电网连接华东，
每年外送电量相当于减少东部燃煤
3000万吨。

准东的故事，是新中国能源工业的
时代缩影，更是边疆儿女用奋斗诠释富
民兴疆在产业、民生、生态领域的生动
体现。今天，当我们站在准东的土地上，
脚下是3900亿吨煤炭的厚重，眼前是特
高压电网的银线穿云，远处是光伏板铺
就的蓝色海洋。我们看见的不仅是能源
的流动，更是改革的勇气、创新的执着、
青春的信仰。

准东行，准能行！沐浴着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春风，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
的历史节点上，准东正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展翅腾飞，朝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新疆实践典范地州蝶变跃升、奋力谱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疆篇章。

齐晧楠 金牌宣讲员
昌吉州医疗保障局干部
昌吉州直机关工委选送

昌吉州“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获奖作品

持之以恒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
□权维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
项规定“一子落”，党的建设“满
盘活”。“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是
好不容易筑起的，一定要倍加
珍惜，不断巡堤检修、培土加
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
声。化风成俗需要时间，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是冲刺跑，
而是马拉松。我们要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解决，一个节点一个
节点坚守，持之以恒加固中央
八项规定堤坝。

准 东 蝶 变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
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
事业成败。通过集中教育推动
全党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
题，是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改革
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越是长期执政，党内形
形色色的作风问题越是突出，
我们越是要加强作风教育和
作风建设。”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正在全
党开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以
自我革命精神引领时代风气
之先的再宣誓，是以中央八项
规定“关键子”盘活作风建设
“整盘棋”的再出发。

以八项规定“关键子”
盘活作风建设“整盘棋”

□吴荣生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映在百
米画卷上，我的讲解工作便开始了。漫
步在主题馆中，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
片诉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
程中的昌吉故事。

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昌吉这片承
载着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热土。您知道
吗，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辈就已经
用细腻的黏土，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大
团结的动人乐章。这三件纹饰极为相似
的彩陶罐，如同跨越时空的见证者，分
别从海南的碧海之滨、甘肃的黄土高坡
和昌吉的天山脚下走来，罐身上交织的
网格纹，多像 56 个民族紧紧相扣的手
掌；那舒展的叶状纹路，恰似中华文明
生生不息的脉络。这条绵延万里的“彩
陶之路”，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早的
生动写照——中原大地的文化甘霖，早
在远古时期就滋养着西域沃土。当大江
南北的匠人们开始用同样的纹饰语言
对话，这些彩陶早已超越了器物的范
畴，化作熔铸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精神
图腾，见证着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玛纳斯县黑梁湾遗址出土的唐代
乐舞陶罐上，龟兹乐师怀抱曲颈琵琶的
灵动身姿与回鹘少女旋转飞扬的翩翩
舞姿，正诉说着一个关于中华民族大团
结的永恒故事。看那陶罐上凝固的舞乐
瞬间，不正是白居易笔下“弦鼓一声双
袖举”的盛世欢歌吗？这跨越时空的艺
术对话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当年西域的
欢快旋律如何沿着丝绸之路，化作长安

宫廷里最动人的乐章。更令人惊叹的
是，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唐代舞乐双系陶
扁瓶上，那些高鼻深目的乐师形象与西
域陶罐遥相呼应——这不是偶然的巧
合，而是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血脉印
记。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告诉我
们：千年前的盛唐气象，正是各民族乐
舞交融、心灵相通的生动写照；那陶罐
上每一道细腻的纹饰，都是刻在中华民
族共同记忆里的文化密码。

作为一名讲解员，我不仅是历史文
化的讲述者，更是历史文化的传承者和
见证者。每当我站在展柜前，看着那些
穿越千年的文物，内心总会涌起一股神
圣的使命感。

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像往
常一样为参观者讲解马家窑彩陶罐上精
美的纹饰，描述舞乐双系陶扁瓶上生动
的乐舞场景。讲解结束后，一位戴着老花
镜的老人轻轻拉住我的手说：“孩子，这
些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明啊，新疆和中原
自古就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那一刻，
我忽然明白，我讲解的不仅是文物，更是
在续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故事。

如今，每当我的指尖轻点展柜玻
璃，为参观者解读那些古老纹饰背后的
深意时，总能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心
灵共振。那些彩陶上的网格纹，那些陶
罐上的乐舞图，都在诉说着同一个史
实：中华大地上，再远的距离也阻隔不
了文化的交融，再久的时光也磨灭不了
血脉的相连。这份认知，让我的每一次

讲解都充满温度与力量。
当我们漫步在庭州大地，可曾想

过，脚下这片土地上的彩陶纹路，既流
淌着黄河浪花的韵律，也跃动着天山雪
水的清音？听那悠扬的小曲子，将关中
眉户戏的婉转与昌吉方言的醇厚完美
交融；抚摸哈萨克族刺绣，既能感受到
草原的豪迈奔放，又能触摸到古老云雷
纹的文明印记；《千回西域》的每一个舞
步，都在演绎着传统与现代的激情对
话。这些鲜活的文化符号，就像庭州河
谷的雪水与地下水，在千年交融中既保
持着各自的独特禀赋，又孕育出崭新的
生命力。它们以最生动的语言告诉我
们：新疆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从来都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奔赴。每一
次艺术的碰撞，每一件文物的诉说，都
在浇灌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勃勃生机。

此刻，站在这片古老而充满生机的
土地上，脚下奔涌着天山雪水浸润的血
脉，眼前铺展着各民族共绘的史诗长
卷，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中华文
明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交流中融
合，在融合中创新，共同编织出举世无
双的文明华章！

李智 优秀宣讲员
昌吉州社会主义学院电教员
昌吉州党委统战部选送

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昌吉—古泉±11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新疆准东煤电基地电力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电
距离最长、输送容量最大、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直流输电工程。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图为昌吉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 □本报记者 高云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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