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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洪峰、
张洪河、赵超、刘奕湛、
范世辉

仲夏，冀中南平原骄阳当空，河北省新河县升腾着脱
贫摘帽的喜悦。

这里，曾深陷贫困———
地处平原，拥有广袤土地，贫困发生率却高达

49 . 78%，仅有 17 万多人口的小县是远近闻名的贫困
大县。

是什么办法，让新河脱胎换骨？是什么力量，让新河
浴火重生？是什么精神，让新河接续奋进？

记者走进这里，探寻一个传统农业县的精准脱贫
之路。

合力攻坚的成功之路

新河，因河得名，地近九河下梢，饱受盐碱化、沙化之
困，自古地瘠民贫。

对土地无比依恋的人们，却难以得到土地的馈赠。
2012 年，新河县有近一半人口身处贫困。2014 年建档立
卡后，全县仍有 76 个贫困村，5 万多贫困人口。

“穷根子”在哪？
新河干部群众认识到，当地传统农业比重过大，特色

农业欠缺，产业基础更是薄弱，靠天吃饭思想根深蒂固。
还是这方水土，还是这片平原，变靠天吃饭为靠地脱

贫，“药方子”怎么开？
以产业扶贫为支撑，深挖资源禀赋———
白穴口村，四棵高大的梧桐树笼罩着一处整洁的

院子，村支书李振华给它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 梧
桐小院。

小院刚刚由旧村部改建而成，本是供村民活动的文
化小院，还有热心人把自家用了几十年的手工织布机捐
出来作展品。

村两委委员一合计，过去家家户户都织布，现在城里
人消费崇尚返璞归真，何不把贫困户组织起来，打造本村
的手工粗布品牌，批量生产，开辟市场。

找到销路后，村里大喇叭一响，妇女们活跃起来，贫
困户张凤英跑着去报名。“织 1 米布给 4 元工钱，我一天
能织 15 米，利用农闲来干活，增加了不少收入。”张凤英
告诉记者。

文化小院变身扶贫小院，传统手工艺由分散式加工
转向规模化经营，世代种地为生的村庄走上产业脱贫之路。

瞄准市场，隐藏的优质资源就能转化为脱贫的新路子；开阔思路，贫瘠的土地也能收
获致富的希望。从种植业调整到养殖业布局，从小商品生产到大项目引进，按照“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一户一策”的原则，新河精准布下一颗颗特色产业的棋子。

以对口扶贫为动力，激活造血功能———
黄韭种植户焦永福天天盼着村里新建的大棚早点完工。“黄韭销路非常好，新大棚建

成后，就能一年四季供应市场了。”焦永福说。
黄韭本是宋亮村每家院子里种的寻常蔬菜。前几年，对口扶贫单位看准时机，引来资

金，建起 10 个简易棚，安排贫困户集中经营，产生了聚合效应，更带来聚合效益。
村里成立黄韭专业合作社后，开发了黄韭盆景，既能观赏，也可食用，通过电商最远卖

到了海南。
村支书邢海龙对记者说：“种小麦一亩地年收入只有 1000 元，种黄韭一亩地纯收入能

达到 8000 元。”
几年下来，包括焦永福一家在内，宋亮村已有 31 个贫困户脱贫。
对口扶贫，对的是贫与困，扶的是志与智。
2015 年 12 月，中央对口扶贫单位派出的扶贫工作队来了。从引进扶贫项目到直接帮

贫济困，坚定了新河人摆脱贫困的决心。
以驻村帮扶为保障，构建长效机制———
37 岁的马立辉是全国 280 多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中的一员。
2016 年 8 月 14 日，作为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马立辉来到刘秋口村，心里既激动

又忐忑。
他清晰记得，走访的第一个贫困户是刘汉庭老两口。望着身体孱弱的老人，看着家徒

四壁的景象，马立辉懂得了什么是贫困、什么是责任。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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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1 日拍摄的河北新河县新河镇六户村一角。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这项重大改革的深远
意义，总结了宝贵经验，对巩固改革成果、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

连日来，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决心以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新成效，推动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变革

通过电视收看会议新闻后，上海市委党校副校
长朱亮高振奋不已。

“我们每个人都是机构改革的亲历者、见证者，
深知这是在‘啃最硬的骨头，拆最牢固的篱笆’。”朱亮
高深有感触地说，一系列显著成果，充分证明党中央
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
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担当。
“这次改革不是某一方面修修补补，而是着眼全局、
整体推进，改革后全方位得以改善和提升，实现了前
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对习
近平总书记讲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能解
决的难题，理顺了不少多年想理顺而没有理顺的体
制机制”印象最为深刻。在他看来，对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对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必须
放在新时代背景下，站在更高层次上来认识和把握。

7 月 6 日星期六一早，江苏靖江市委会议室。参
加重点工程规划会议的干部们全部提前到齐。

“总书记说‘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得到有效落实’，
我们感受很明显。机构改革之后，党的领导力和政府
执行力明显增强，真正做到有令必行，令行禁止。”一
位分管教育的市领导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党和国家机构
履职更加顺畅高效”，引发了广泛共鸣。

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李岩益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深改办，在这次改革中
并入了多项改革职能，加挂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
革办公室”的新牌子。“在实际工作中，大家切实感到
机构重叠、职责交叉等问题明显改善，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指向更加鲜明。”李岩益说。（下转 6 版）

以改革新成效，开创改革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总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新华社评论员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集中行动。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强调，要认真
总结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宝
贵经验，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继续完善党和国家机
构职能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这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工作指
明了正确方向。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党和国家
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初
步建立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
系主体框架。一年多来，仅中央层面就组建和重新
组建部级机构 25 个，39 个部门重新制定了“三定”

规定；通过职能调整优化，解决了 60 多项长期存在
的部门职责交叉、关系不顺事项；地方省市县级层
面共减少党政机构 6800 多个、减少行政编制 4800
多名；科学领导和决策、有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
制更加完善……短短一年多时间，十九届三中全会

部署的改革任务总体完成，取得一系列重要理论成
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篇
大文章，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织实施工
作已经结束了，但推进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提
高履职服务能力水平的工作永远不会结束。”目前，
有的部门职责边界、协同配合机制等还需细化完
善，部门职责交叉、条条干预等问题也还不同程度
存在，基层一些新组建部门的运行机制也急需理
顺。巩固机构改革成果，使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朝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不断
完善，依然任重道远。

大道至简。我们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探
索和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坚持推动机构职能
优化协同高效。巩固机构改革成果，同样要牢牢抓住
这个着力点，在“物理重组”的基础上，促使各个层面
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优化就是机构职能要科学

合理、权责一致，协同就是要有统有分、有主有次，高
效就是要履职到位、流程通畅。推动机构职能优化协
同高效，必须进一步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
加强党政机构职能统筹，提高机构履职尽责能力和
水平，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动党和国家
机构职能体系不断完善，让重建后的组织架构、调整
后的机构职能切实发挥作用，加速释放改革正能量。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巩固
机构改革成果要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把机构职责调整优化同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有机统一
起来、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
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按照加
快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深化
事业单位改革，着力加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强
化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完善机构改革配
套政策，进一步增强改革整体效应。只有推进改革成
果系统集成，做好成果梳理对接，才能从整体上推动
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重要讲话

近日，国办督查室公开通报，满洲里
口岸部分单位和企业存在违规乱收费、
变相涨价收费等问题，大幅增加企业成
本，抵消了减税降费效果，有的减税红利
甚至被冲抵 70% 。

记者调查发现，满洲里口岸部分
单位和企业明目张胆地把减税降费红
利当成“唐僧肉”，与垄断经营、多头管
理 、监管不力等不无关系 。这些乱象
直接导致减税降费政策在落地最后一
公里遭遇梗阻。

满洲里口岸是我国最大陆路口岸，
属于典型的“小政府大口岸”，仅靠财政
经费运转有一定困难。然而，有难处也
不能伸手去薅减税降费的羊毛。大规模
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了优化营
商环境、增强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平稳

运行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当地在这样重
大的问题上都敢耍花招儿，怎能保证在
其他改革事项上不会谈条件、搞变通、
玩花样？要让改革政策上下贯通、一竿
子插到底、红利充分释放，地方党政干
部必须在思想上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扫
除认识上最后一公里的障碍。否则再好
的改革措施也难免变成“只听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比乱收费、乱涨价更严重的是政府
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事实上，一些
企业已经多次向满洲里的相关部门投
诉，但监管部门视而不见、查而不处，拿
出来的清理整治报告，不过是应付检查
的样子货。对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
部署认识不到位、态度不坚决、落实不彻
底，应该不只在减税降费一事，也不会仅
限于满洲里一地。各地应认真对照，举一
反三，全面排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
折不扣执行到位。 (记者张丽娜、王靖)

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7 日电
(相关报道见 4 版)

减税降费的羊毛你也敢薅?

原
子
城

鲜
花
开
满
草
原

新华社记者江时强、田文杰

7 月初的青藏高原，草木翠绿。
自西宁沿湟水河谷西行一个半

小时车程，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片
望不到边的绿色原野——— 远处高高
的祁连山脉高耸环绕，近处低缓的
山坡连绵起伏，湛蓝透明的天空下，
独具特色的草甸草原，铺满视线，漫
山遍野的花儿，开得肆无忌惮……

在广袤的草原上，一些厂房
和地堡类的建筑物隐约可见。司
机李海青说，这就是几十年前我
国研制“两弹一星”的核武基地，
人称“原子城”。

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干
部马福明是当地人。他如数家珍：核
武基地中的核武试验场旧址在青海
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青海湖
乡，于 1958 年建设。当时新中国最
优秀的科学家，在此隐姓埋名，克服
一切困难，研制成功了震惊世界的
核武器。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核武基
地退役。如今，这里恢复成了当地最
好的牧场，遗址遗迹建成“原子城国
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来到核武基地中的原子弹爆轰
试验场，看到一张张珍贵的图片，地
堡内简易的设备设施，钢筋混凝土
墙上的冲击波深痕，不禁感慨万千，
肃然起敬。放眼望去，草原上牦牛成
群，远处山坡上洁白的羊群悠然吃
草，不时传来牧民马背上悠扬的歌声。

马福明自豪地说：“你知道吗，这地方有个古老的
名字，叫金银滩，因为草原上遍开金露梅、银露梅这样
的野花而得名。西部歌王王洛宾，就是在此写下了脍
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金银滩总面积 1100 多平方公里，被称为国内
美丽草原之一。原子城在褪去神秘面纱之后，变成
“祁连山下好牧场”，蒙、藏、回、土、汉等各族群众在
此放牧，种植青稞，演绎出多民族混居、和睦相处的
动人景象。

远处往南的绵延高山，白雪皑皑。山脚下，金黄
的油菜花正次第开放，铺展得一望无际！
诗意而浪漫的原子城声名远播，游客纷至沓来。

在 315 国道边，藏式、蒙式风情园建了 10 多座，主人
都在热情揽客。四季沐歌风情园老板仁增措说，政府
大力提倡发展旅游，餐饮、骑马、射箭、赛歌……草原
项目很多，游客来了都很尽兴，“我旅游旺季可以挣
10 多万元，各地的游客都有。”

青海湖乡紧靠青海湖，牧业为主，全乡 3135
人，2016 年已实现整体脱贫出列，去年人均收入
2 . 31 万元。乡长牛龙本杰说：“原子城变成优质草
场，国家又出台了草原奖补、合作医疗等系列好政
策。牧民们生活得很悠闲。”新华社西宁 7 月 7 日电

▲ 7 月 7 日，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大桥主拱圈顺利合龙，为 2019 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
坚实基础。该桥建成后将解决三省交界一带数十万群众的出行难题。 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鸡鸡鸣鸣三三省省大大桥桥主主拱拱圈圈合合龙龙

新华社记者周玮

2019 年 2 月底，中国歌剧舞剧院开启民族舞剧
《孔子》第二轮全国巡演。在国家大剧院 300 场纪念
演出现场，近 300 名年轻“粉丝”身着古典服饰礼服
观演…… 2019 年 3 月，中国歌剧舞剧院携民族舞剧

《昭君出塞》赴美国演出 6 场，演出结束时观众起立
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从民族舞剧《孔子》《昭君出塞》《赵氏孤儿》《李
白》，到民族歌剧《刘三姐》《林徽因》《玉堂春》，再到
民族音乐会《国之瑰宝》《国韵流芳》，中国歌剧舞剧
院近年来聚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以歌剧、舞剧艺术彰显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传递中华美德。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2014 年至今，中国歌剧舞剧院累计创作剧目
20 多部，超过过去 10 年总和，艺术质量和影响力大

幅提升。
五年来，《孔子》《林徽因》《国之瑰宝》等 23 个

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5149 万元。参与评选
的专家评价，这些剧目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在艺术表现中努力弘扬
“民族精魂”铸就“民族脊梁”。

以《孔子》为例。被观众称赞为“展现中华风
韵，满载家国情怀”的这部剧于 2014 年首演，讲述
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展现了其对大同社
会的期盼和传道授业的情怀。五年来，《孔子》创下
演出佳绩：在国内外演出 300 余场，吸引观众超
45 万人次，累计总票房过亿元；2017 年，作为“中
华风韵”项目，在美国连续演出 7 场，被《纽约时
报》称为“中国的文化名片”。

解析《孔子》等剧目的成功之道，中国舞协副
主席罗斌说，中国舞剧从民族性、传统化的建构延
伸到现代性、当代化构造，无论表现方式如何变
化，中华文脉之自成一统、中国精神之古今一体，
历久弥新，根性不移。 （下转 6 版）

打造“中国的文化名片”
中国歌剧舞剧院弘扬“民族精魂”讲好中国故事

7 月 7 日，“为抗战吹响号角——— 中国共产党
与抗战文化”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开幕。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为抗战吹响号角”主题展开幕
这是中央红军湘江战役旧址——— 广西全州县凤

凰嘴渡口附近的田园。历经几十年的耕耘，这里变得
山川秀丽，生机勃勃。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当年红军经过地 今日山川格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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