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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

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

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

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

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殷殷嘱托，重若千

钧。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西考察调研时关于文物保护利用的

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不

折不扣贯彻落实，以对历史、对人民高

度负责的态度，坚决扛好扛牢历史文化

资源大省的时代使命。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素有“中国古

代文化博物馆”之称。五千年华夏文明

绵延不绝，在这里留下无数珍贵印记。

遍布全省的历史文化遗产，古建遗存独

步华夏，雄关隘口星罗棋布，晋商传奇

闻名中外，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达 531 处，承载着

悠久历史发展脉络，彰显着古老文明无

穷魅力，同时也担负着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的重任。把历史文化资

源保护好，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延续

好，是山西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大省必须

扛好扛牢的时代使命。

“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

态”，既有方向性、也是方法论，为做好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有这样的敬畏，方能行有所止，要悟透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正确的政

绩观，科学统筹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胸

怀古往今来的历史坐标，把弥足珍贵的

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一

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

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是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山西得天独厚

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自

信的基础。要对尧舜德孝、关公忠义、能

吏廉政、晋商文化等内涵深入挖掘，进行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中国文化

传承弘扬展示示范区，实施好文物保护

利用工程和“文明守望工程”，建设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要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做好革命文物密集片区整体

保护利用工作，建设好国家级文旅融合

发展示范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

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相结合，更好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文化是根是魂。加快建设新时代

文化强省，是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统筹推进以文化人、以文惠

民、以文兴业，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人民精神生

活共同富裕，更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

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全面保护好历

史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文化领域改革创

新，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打造富有山西特色的传统文化

产业，使其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厚望如山，催人奋进，激励和鞭策我

们以敬畏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守护文脉、

延续文脉，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现代生

产生活的有机融合、相得益彰。充分挖

掘和利用三晋大地丰富多彩的历史文

化、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建设，旗帜鲜

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我们就一定

能够扛好扛牢历史文化资源大省的时代

使命，充分焕发三晋文化时代光彩，用璀

璨文化之光照亮高质量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期

间，听取我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和企业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工作介绍，强调

“统筹抓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化

利用、综合储运这篇大文章，加快绿色

低碳技术攻关，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深情寄语、殷切期望，进一

步增强了我们纵深推进能源革命、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

使命感。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

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

关重要。”“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国情，

要夯实国内能源生产基础，保障煤炭供

应安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

述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纵深推进能源

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能源保障有山西，能源革命看山

西。作为煤炭大省、电力大省，山西为

新 中 国 建 设 发 展 和 改 革 开 放 能 源 保

障，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国家资源

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

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我省

承担着为全国探路示范的引领性改革

重任，全面推进能源供给、消费、技术、

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贡献能源低碳

发展山西力量，不断取得新成绩、迈出

新步伐。

牢记领袖嘱托，扛起时代使命。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纵深推进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要抓好煤炭智能绿

色安全开采和清洁高效深度利用，大力

度推进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积极有

序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

能、氢能等新能源，扎实推进抽水蓄能

电站、干熄焦发电、汇集站等方面重点

项目，推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清洁能源

优化组合，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推进

能源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 新 形 势 需 要 新 担 当 、呼 唤 新 作

为。”纵深推进能源革命，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是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的使命担当，是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抓住转型发展重要窗口期的必然

要求。大力推动智能绿色安全开采，有

序推进煤炭资源接续配置，保障煤矿稳

产保供，坚持煤炭全产业链绿色发展，

实现从“煤老大”到“全国能源革命排头

兵”的历史性跨越，奋力在转型发展上

率先 出一条新路来，我们肩负的使命

无比光荣，前途广阔、大有作为。

“我一直牵挂着灾区群众”“供电供

热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和社会稳定大局，

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强化民生用能供

给保障责任，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

冬”……习近平总书记五年里第三次踏

上三晋大地，给基层干部群众送去党中

央的关心慰问，对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作出精准把脉和战略指导。这

是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纵深推进

能源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我们唯

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方能不负重托、

不辱使命，以实际行动争创佳绩，喜迎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纵深推进能源革命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重要指示精神⑦

扛好扛牢历史文化资源大省的时代使命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重要指示精神⑥

新华社北京 2月 13日电 （记者 高
萌 赵建通 姬烨） 北京冬奥会 13 日进

入开幕后第 9个比赛日，赛程过半之际，

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安在北京冬奥

会主媒体中心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以

“一流的竞赛场馆、一流的运动员、一流

的竞赛组织运行、一流的气象服务保障

和一流的医疗救治服务”来总结北京冬

奥会自开幕以来的运行情况。

“很多运动员都说这是一届非常了

不起的赛事。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很多充满热情和笑脸的照片，这是我们

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我们）最主要的

成就，就是运动员的满意度。”国际奥委

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说。

截至昨晚，在本届冬奥会中，运动员

们累计创造了 13项奥运会纪录和 2项世

界纪录。除了运动员的硬实力，先进的

场馆设施也为新纪录的诞生提供了重要

支持。“在本届冬奥会各个场馆中，我们

融入了许多科技元素”，杨树安介绍道，

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为例，其近 1.2万

平方米的冰面是世界上最大的采用二氧

化碳制冰的速滑馆冰面，在这块平原“最

快的冰”上，创造出了 8 天内刷新 8 项奥

运纪录和 1项世界纪录的佳绩。

除此之外，北京冬奥会优秀的赛事

组织服务也令参赛各方印象深刻。“他

们（防疫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面罩给

我们提供服务，还要在面罩后面向我们

展示微笑。我也和一些闭环内的志愿者

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和交流，他们做

得非常好，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杜比

对闭环内的志愿者及各类服务人员的工

作表示了肯定。

据杨树安介绍，在伤病救治方面，各

场馆团队也有出色的表现。“场馆医疗团

队在受伤运动员的现场救治中表现出了

很高的专业水平，得到了运动员和国际

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认可和赞扬。国

际雪联医疗官汉斯表示，2 月 10 日高山

滑雪男子全能滑降比赛时的医疗救援堪

称完美。”

开赛至今，气象部门为赛事提供了

精准的天气预报，对赛事顺利运行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杨树安在发布会上

表示“比如说大家今天看到的降雪，早在

2 月 4 日气象部门已经有了预测，2 天前

基本确定了每个场馆降雪的时段和量

级。所以我们提前发布了天气预警信

息，属地政府、各场馆、各业务领域积极

准备应对措施，并根据气象信息更新情

况，完善预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与此

同时，各竞赛团队始终与国际单项体育

联合会、气象预报团队密切合作，以确保

各项比赛能够顺利进行。

除了场馆等“遗产”外，杜比再次强

调了本次冬奥会将会留下重要的“无形

遗产”。“这次赛事组织得非常好，有成千

上万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他们积累的经

验将会是重要的人力资源‘遗产’。同

时，谷爱凌、高亭宇等年轻一代运动员身

上的正能量也将对更多少年儿童起到激

励作用。”

北京冬奥组委：赛程过半，成果丰硕

图① 2 月 13 日，中国队选手在颁奖仪式上庆

祝。当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短道速滑项目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获得

季军。

图② 2月 12日，中国队球员王泰勒（左一）在比

赛中射门。当日，在国家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男子冰球小组赛中，中国队迎战德国队。

新华社发 ②②

12日，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目

前共收获 3金 3银 1铜，多个项目实现冬奥参赛史

上的突破。而中国健儿在赛场上表现出的尊重

对手、超越自我的精神面貌，诠释了奥林匹克精

神，也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半程三金亮点突出

开幕式后首个比赛日，中国冰上王牌之师

——短道速滑队便为中国队搏得首金。5 日，中

国队夺得混合团体接力金牌。两天后，任子威男

子 1000 米夺冠，再添一金。后半程，短道队还有

男子 500米、男子 5000米接力等项目可以期待。

“天才少女”谷爱凌赛前便被寄予夺金厚望，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她会在自己的首个参赛项

目，同时也是自己相对较弱的自由式滑雪女子大

跳台中逆转揽金，为中国代表团赢得北京冬奥会

雪上项目第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女子雪上项目

的冬奥会历史首金。

另一中国的优势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中有遗憾也有感动。徐梦桃、贾宗洋、齐广璞，三

位冬奥会“四朝元老”为中国队摘得一枚混合团体

银牌。老将贾宗洋失误后泪洒赛场。虽团体冲金

失败，但三人后半程仍有个人项目值得期待。

而在有机会冲击奖牌的单板滑雪 U型场地技

巧项目中，平昌冬奥会亚军、第四次出战冬奥会

的刘佳宇最终名列第八，但她却说：“我热爱滑

雪，我会与单板滑雪相伴到老。”

多个项目创造历史“第一”

本届冬奥会前半程，中国冰雪在多个项目中

创造了参赛史上的“第一”或“最佳”。尤其在以

往稍显弱势的雪上项目，以及冰球、钢架雪车、雪

橇等项目中，中国已显现出可喜的进步。

11日晚，闫文港赢得男子钢架雪车铜牌，这是

中国选手首次在该项目中登上冬奥领奖台。值得

一提的是，中国选手 2018年冬奥会才首次参加钢

架雪车比赛，两次参赛即夺牌，彰显中国速度。雪

上基础大项高山滑雪中，中国选手首次参加难度最

大的滑降项目，徐铭甫完赛。赛后，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送给这名 24岁的年轻选手一块签名手表，

以示对他以及中国雪上项目的鼓励。

此外，在首钢滑雪大跳台，17 岁的何金博完

成了个人最高难度动作；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21 岁的王沛宣完成了中国女子雪橇选手冬奥首

秀；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19 岁小将荣格

代表中国首登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场

……本届冬奥会，中国共有 35 个小项系首次参

赛，许多“小众”项目虽仍不具夺牌实力，但已向

前迈出重要一步。

奥林匹克精神闪耀赛场内外

苏翊鸣教练的公开信，令人看到了“雪圈”文

化的包容，这也与倡导“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相契合。冬奥会前半程，中国选手在赛场内外表

现出的自信、友善、包容和挑战自我的精神，为中

国赢得尊重，为奥林匹克事业增辉。

中美冰壶混双队之间的“礼尚往来”成为体

坛友谊新美谈。两队比赛后，中国队向美国队送

出“冰墩墩”奥运纪念徽章，美国队员“回礼”美国队纪念徽章。两国运动员用体育

联结人心的做法为奥林匹克运动团结人的作用增添了新注脚。

“体育一定是用来团结人们的，而不是分裂我们的。”中国选手谷爱凌在大跳台

夺冠后说。她和季军玛蒂尔德·格雷莫抹去亚军苔丝·勒德眼泪的一幕，定格了三

个年轻运动员惺惺相惜的美好瞬间。而谷爱凌在最后一跳没听妈妈话多转 180度

的决定，也昭示了奥运舞台除了争金夺银，更有代表人类挑战极限的深层价值。

在高山滑雪危险系数最高的滑降比赛中，中国选手张洋铭没能完赛，是因为他

挑战了一条更快但也更危险的路：“只要勇于超越自己，对我来说就是胜利。”女子

冰球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第六的日本，世界排名第 20 位的中国女冰末节扳平、

“点球”决胜，打出了中国姑娘的精气神。单板滑雪男子 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中，中

国小将高宏博赛前训练时脚踝骨折，但为了“不错过家门口的冬奥会”还是坚持上

场，仅获 15分低分却满脸幸福……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

格言，也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的今天，中国的运动员，也是展示今日中国的鲜活名片。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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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幸福“吕梁蓝”
（上接1版） 并有序开展了全市建设用

地准入管理专项排查，完成 22 个地块

调查工作，争取省级补助资金 3516 万

元，对 88 个行政村实施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 16 条

黑臭水体治理任务，争取省级水污染防

治资金 1700多万元。对全市 14户涉重

金属企业进行了核查，从源头上实现对

重金属排放总量的控制；对在用的 12
座尾矿库完成了自查，摸清了环境风险

评估现状；积极做好医疗废物环境监管

工作，全市出动执法人员 745 人次，对

辖区内 1户医疗废物处置单位、14户新

冠疫情集中隔离点和 143 户医疗机构

进行了全面排查。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一条条措施

的落实、一项项考核的“过硬”，为我市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了保障，给领导

干部戴上了绿色发展的“紧箍咒”。

攻坚克难战绩不俗

如今，提起我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听到和看到的是市民们的赞许和生态

环境改善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在欣

喜之余不禁感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转

化为可见的生态美景和可感的清新空

气，使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

强。

良好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体现，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

富。一组新近出炉的统计数字显示，

2021 年 1-11 月份，市区大气环境质量

综合指数 4.39，同比下降 5.4%，在全省

排名第 5；优良天数 250天，优良天数比

例 74.9%，同比减少 22 天，在全省设区

市排名第 4；PM2.5 平均浓度 27μg/m3，
同比下降 18.2%，在全省 11地市和汾渭

平原 11城市中排名第 1。
2021 年 1-11 月份，全市地表水水

质整体呈轻度污染，15 个国考断面中，

优 良 水 质 断 面 8 个 ，优 良 断 面 比 例

53.33%；劣 V类水质断面全面消除。与

2020年同期相比 6个断面好转，主要污

染物 COD 平均浓度 15mg/L，氨氮平均

浓度 0.654mg/L，与 2020年同期相比，主

要污染物 COD、氨氮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14.5%、9.94％。

创新执法方式，突出执法重点，围

绕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加大打击力

度，严格“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制度，前 3
季度共检查企业 1006 户，市执法队检

查企业 72户，各县（市、区）检查 934户；

积极开展黄河流域排污口排查整治、强

化督查、利剑斩污等 10 余项破坏生态

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强化对企业违

法行为查处力度，整改各类生态环境问

题 304 件，处罚违法行为 348 件；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全市行政处罚违法企

业 459户，罚款 14423余万元，停产整治

企业 14户，查封扣押 43户，涉嫌环境违

法移送公安 17件，行政拘留 30人，涉嫌

环境违法犯罪移送公安 3件，坚决有力

打击了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我市始终把生态建设放

在首要位置，全市上下持之以恒推进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群策群力护

绿添绿，推动绿色生态持续好转。

如今，放眼吕梁大地，蓝天、碧水、

净土已成为新常态。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