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楼县晋象种猪繁育有限公司拟建设“石楼县晋象种猪

繁育有限公司 3600头祖代种猪繁育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号），现向公众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

信息，并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一、《石楼县晋象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3600 头祖代种猪繁

育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Kgsd2- dJbH56qPslxzNmSg，提 取 码 ：

rwb4。查阅纸质版报告书请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信函等方

式联系建设单位。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相关公众可发表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

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公众可以登录上述网站下载公众参与调查表，按规范要

求填写意见并提交。

四、公众提供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在本公告公布之日 10 个工作日内，公众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件或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

工作的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4 年 9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月 11日

建设单位名称：石楼县晋象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龙交乡君庄村骆驼沟

联 系 人：樊立根

联系电话：13835817900
邮 箱：1243062757@qq.com
环评单位名称：山西程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宁门

西街世纪嘉年华写字楼 1003
联 系 人：程利强

联系电话：0355-3558230
邮 箱：lhhbcz@126.com

石楼县晋象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2024年 9月 25日

石楼县晋象种猪繁育有限公司3600头祖代种猪繁育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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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瞻仰英雄的事迹，追随榜样的精神，平均年接待

游客量 30余万人次。“这很好地引导我们牢记党的光辉历史，

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将吕梁精神融入血脉，当好红色传人，让

吕梁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康彦红说。

为了不断激活红色文化，让历史变为生动的教科书，晋

绥边区革命纪念馆聚力创新，不断探索，通过将晋绥老一辈

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红色小故事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

要讲话精神穿插于讲解词，使讲解内容更具生动性和感染

力，更加通俗易懂。

晋 绥 边 区 革 命 纪 念 馆 还 致 力 于 做 好 革 命 文 物 保 护 。

2022年，启动了馆藏珍贵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AI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红色文化资

源的汇聚展示、数字管理、高效应用和共建共享，在现有基础

上，提升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数字化手段水平。

山水为脊，红色为脉。如何让这宝贵的革命文物资源

“活”起来、红色旅游资源“火”起来？近年来，我市各地以红

色纪念馆、红色遗址和文博场馆为依托，积极推进红色旅游

与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乡村休闲等各类旅游资源融合发展，

新产品、新线路、新玩法不断涌现，让红色旅游由单一红转向

百花齐放，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如兴县碧村和平医院旧

址、杨家坡西北农民银行旧址、李家湾战斗篮球队、高家村晋

绥日报社旧址、北坡晋绥分局旧址等都是群众耳熟能详的红

色景点，蔡家崖晋绥文化景区、黑茶山四八纪念地景区已成

为游客青睐的“打卡”地，以红色文旅带动沿黄旅游、乡村旅

游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回望来路，红色血液始终在吕梁这片盎然的土地上沸腾

燃烧。立足当下，不断传承的红色基因正孕育出更加鲜艳的

红色花朵。

追寻革命足迹 传承红色精神

（上接1版）
核心就是力量，思想就是旗帜。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

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是“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深刻总结，也是“未来

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行动指南。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强大的领导力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

2021 年 9 月 13 日，正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榆

林，走进杨家沟革命旧址。

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这个小山沟进驻了 120
天，毛泽东同志曾在此写下 40余篇文献和 80余封电文来指挥

全国的解放战争。

随着电台的电波，党中央的声音从陕北窑洞传向大江南

北，全党全军无条件执行命令、听从指挥，在战场上势如破竹、

克敌制胜。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始终坚持和完善党

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一个又一个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

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

的主心骨。

坚定的目标引领力，指引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2012 年 11 月底，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

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使命始终不渝。以宏阔目标引领航向、凝聚力量，中国共

产党人的目光深远而坚定。

新中国成立后，“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擘画，点燃激情燃烧

的奋斗岁月；改革春潮涌动之时，“三步走”的路线图，激发追

赶时代的澎湃动力；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引亿万人民向着光明未来勇毅前

行。

将“大构想”同“小目标”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

理想信念的旗帜，以高度的战略自觉笃行不怠，积跬步以至千

里。

75 年来，我们党接续编制和实施十四个“五年规划（计

划）”，犹如一座座里程碑，串联起了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

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实现铁路进青藏、港口连五

洋、神舟遨太空、“祝融”探火星的中国壮举。

强大的组织力，确保全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一张“五级书记同框”的照片，揭示了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关键所在：

2020 年 4 月，陕西平利县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区内，

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向正在工作的茶农们迎面走来。画面

中，从党的总书记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村党支部

书记，同时出现在扶贫第一线。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党中央一声令下，25.5 万个

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广大乡村干部

冲锋陷阵，书写下人类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实践。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75年来，从血火交织的抗美援朝，到争分夺秒的抗震救灾，

从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到汹涌袭来的世纪疫情……每逢危难

关头，党旗所指就是号令所向，各级党组织坚决响应党中央号

召，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冲锋在前，

创造了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中国奇迹。

自上而下、高效顺畅的组织体系，确保全党上下“如身使

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党的组织力真正贯彻落实

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高效的行动力，在狠抓落实中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

濒临渤海、携揽“三北”，京畿重地上，一座“未来之城”雏形

初现。

短短 7年多时间，雄安新区从无到有、拔节生长，正是中国

共产党强大行动力的生动诠释。

从带领人民提前超额完成“一五”计划，到创造大庆油田、

红旗渠、“两弹一星”等伟大成就，从经济特区到自贸试验区、自

由贸易港，中国共产党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一步步把蓝图变为

实景。

“强大的行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这种行动力在速度和力度这两个层面都得到彰显。”意大利国

际问题学者姜·埃·瓦洛里感叹。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

势。

打铁必须自身硬——
锲而不舍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

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以“三个务

必”告诫全党。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以“两个务必”警示全党。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

“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打铁必须自身硬。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

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

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

领导核心。

始终坚持政治引领，把全党锻造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2023年 12月 27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全文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这一条例的第三次修

订。

修订后的条例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部署要求，进一步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

果。

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

线”，到改革开放后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围绕党的中

心任务，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一以贯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健全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

固，政治生态不断向好。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步调一致向前进。

始终坚持系统集成，打好自我革命“组合拳”——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从新中国成立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共和国反腐第一

案”，到改革开放后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再到新时代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勇气魄力祛疴治

乱，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7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打出一套反对腐

败、建设廉洁政治的“组合拳”，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

斗力。

从以作风建设开局破题，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

为重要抓手，到“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再到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把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推进到新阶段，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

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我们党找到了依

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始终坚持破立并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2021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

系”。

从新中国成立后作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到改革开

放后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到新时代制定修订

一系列基础性党内法规，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

从严管党治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构建起如此科学严密的全

面从严治党体系。

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党的建设

制度改革摆在重要位置统筹谋划、接续推进，作出一系列具体

部署，对于推动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

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奋进新征程，扬帆再出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一定能汇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磅礴之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夺取新的更大

胜利、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长江、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国版

图上最重要的两条河流，沿青藏高原奔流而

下，出山川，入平原，流经的中部六省承东启

西、连南接北，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202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

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加强与

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融合联动。

江河为证，中部六省共抓大保护，共推大

治理，共谋新发展，一幅水清岸绿、创新开放、

文脉昌盛的高质量发展画卷徐徐展开。

母亲河焕发生机活力

秋日傍晚，清风送爽，三门峡天鹅湖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草木摇曳，水鸟翩跹。

三门峡地处黄河入中原“第一站”，境内

有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多条黄河一级

支流，是黄河中游重要生态屏障。同时，这里

矿产资源丰富，是全国第二大黄金产地，采矿

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一度也曾侵蚀山体、污

染河水。

“20多年前，天鹅湖是一个臭水沟、荒草

滩，臭气熏天、污水横流。”三门峡天鹅湖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鸟类环志站站长高如意说，“人

走到这里，要掩鼻而过。”

近年来，随着黄河流域“共同抓好大保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一场生态治理攻坚战

打响。

面对频频亮起的生态“红灯”，三门峡壮

士断腕关停坑口 1500余个，12万余亩矿山覆

土复绿，240公里生态廊道建成使用。同时，

实施绿色制造升级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18条黄河支流实现清水入黄。

“鸟类是湿地生态的‘晴雨表’，数以万计

的天鹅来三门峡越冬，‘矿山之城’变成‘天鹅

之城’。”高如意说，在三门峡黄河湿地栖息的

野生鸟类从 20 年前的 175 种增加到如今的

315种，其中包括黑鹳、白头鹤等 11种国家一

级保护鸟类。

三门峡的变化是中部地区生态治理取得

明显成效的缩影。中部六省水道纵横、山峦

叠翠、湖泊散布，是我国“生态重地”，黄河、长

江两大流域生态保护更是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生态环

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加快补齐

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

黄河畔，清乱治污涵养水源、关矿植绿保

护水土、调水调沙冲淤治河，强化生态流量管

控，流域内 10条重点河流 20个主要控制断面

生态流量全部达标，2022 年，黄河干流首次

全线达到Ⅱ类水质。

长江边，化工企业搬迁治理污染、“十年

禁渔”扎实推进、绿色码头呵护生态，2020年

以来，长江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Ⅱ类，流域

优Ⅲ水质断面比例从 2015年的 81.8%提高到

2023年的 98.5%。

江水碧，河水清。焕发生机活力的母亲

河奔腾跃动，滔滔向东。

高质量发展勇闯新路

长江之滨武汉，“造车新实力”岚图汽车

的大本营；黄河岸边郑州，岚图汽车的重点消

费城市。虽相距 500公里，郑州消费者可在手

机 App上“隔空”选车，从下单到提车，最快仅

需 3天。

便捷的消费体验，得益于“智慧”的汽车生产线。岚图汽

车总装车间，一条智能化生产线同时混装 3款车型，每隔 3分

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每辆车的颜色、内饰、配置都不一样。

“这是柔性化、智能化生产的魅力。”岚图汽车 CEO 卢放

说，每辆车都有“数字身份证”，机器扫一眼数字信息，再抓取

零部件装配，一条生产线就能实现混流生产、千车千样、快速

交付。

岚图汽车的柔性生产线只是武汉“中国车谷”的一道“风

景”，目前“中国车谷”已集聚 9家整车企业和 1200多家汽车

零部件企业。

尽管如此，“中国车谷”的行业前沿探索从未停止。面对全球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浪潮，这里正聚焦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定义汽

车、新能源汽车三大方向，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示

范区。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

会强调，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

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

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

中部六省经济总量约占全国 1/5，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举

足轻重。走好向“新”向“绿”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关键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

潮涌中部千帆竞。“十四五”以来，中部

地区产业布局优化调整，黄河两岸，豫晋两

地的食品、轻纺、煤炭产业向节能化、数字

化发展；大江南北，江西有色金属、湖南冶

金、湖北化工建材、安徽钢铁有色等产业向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与此同时，湖南的重工、江西的航空、

安徽的汽车、山西的新能源、河南的新材料

等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株洲轨道交通装备、

长沙工程机械、武汉光电子信息、赣州稀土

新材料及应用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涌

现。

更进一步，江汉平原打造武汉“中国光

谷”、江淮大地崛起合肥“中国声谷”、三湘

大地建设长沙一流“种谷”，一批区域创新

源头为中部崛起注入强大动能。

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由

2019 年的 6.1 万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6.8
万亿元，规模约占全国 1/5。中部地区国家

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国家先进制造业

集群占全国比重分别达 27.3%和 17.8%。

江河源远流长，发展任重道远。一茬

接着一茬干，绿色转型、创新驱动正在蓄积

起澎湃发展势能。

千年历史文脉永相传

站在太原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封土堆

旁，戴上 VR 眼镜，富丽堂皇的墓室壁画清

晰可见，上面绘有 200余个彩绘人物、马匹、

神兽，还有各色仪仗、兵器、乐器，1400余年

前北齐勋贵的显赫威仪与生活场面呈现眼

前。

徐显秀墓室内保存着 330余平方米壁

画，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南北朝时期

壁画墓，被评为 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

20余年来，出于恒温恒湿封闭保护要

求，观众无法踏足墓室参观壁画。如今，科

技赋能让文物“鲜活可触”——依托徐显秀

墓建成的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游客可通

过虚拟技术身临其境欣赏壁画。

徐显秀墓所在的山西，拥有 5 万余处

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531处，数量居全国第一。

2014年起，山西启动全省文物数字化

保护工程，迄今已实施云冈石窟、佛光寺、

永乐宫等 145 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 家

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初步

建立重点文物数字化信息资源库。

“文物活化利用，让更多人接触到、感

兴趣、看得懂，并从中汲取滋养。”太原市文

物保护研究院北齐壁画博物馆馆长王江

说，通过技术手段和创意运营，让文物“活”

起来，彰显中华文明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

的创造力。

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部地区

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文物遗存

资源富集，历史人文底蕴深厚。古老的甲

骨文、距今 6000 多年的稻田、规模最大的

古铜矿遗址……串联成密布在江河两岸的

文明足迹。

201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

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长江、

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

族的摇篮。

水脉连着文脉，江河润泽千年。加强两大流域文化保

护、传承和弘扬，是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由之

路。

中原大地，国内大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河南大遗

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河南已建

成开放遗址博物馆 1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7处，遗址公园

和遗址博物馆成为热门“打卡地”。

三湘大地，269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53片历史文化

街区、2590处历史建筑星罗棋布，湖南在城市规划中高度重

视历史文化保护，努力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城乡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体系。

赣鄱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拥有景德镇陶瓷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 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加快建设庐陵文化等 3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江西初

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各具特色的文化生态资源保护

利用模式。

滚滚大江流日夜，千年文脉贯古今。长江、黄河凝聚了

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江”“河”文

化，中部地区正在生动作答这一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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