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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青海省博物馆，“青海历史文
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青海非物质
文化遗产精品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
目录展”一一呈现在参观者面前。一
件件珍贵的文物实物、一幅幅生动的
图片资料、一幕幕鲜活的影像场景，展
览着青海社会历史、人文历史、革命历
史的时空跨越，将青海丰富灿烂的文
化文明展现出来，向人们“诉说”着青
海这片热土的历史脉络，展现着一个
现代化新青海的样貌。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则国
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是民族
的血脉，文明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
文明是各民族永久的精神家园。青海
省位于中国西部，雄踞世界屋脊青藏
高原的东北部。“在那遥远的地方，有

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
回头留恋地张望……”这首动人的旋
律让人们对大美青海的秀美山川、各
民族同胞之间的深厚感情心存向往。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彩陶故里”
“原子城”“热贡艺术”等文化标识更加
鲜亮……青海形象已经从生态静美的
高原明珠，升华为厚重耀眼的文化热
土。特殊的地理优势和悠久的历史让
这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氛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以文化人、文以载道的
深厚智慧，熔铸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
的悠久历史。大美青海作为三江之
源、中华水塔，不仅有着最“大”的价
值、最“美”的颜值，也有着历史悠久、
传承不断且今日依然灿烂灵动的文
化。谱写青海文化当代华章，是新时
代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必须担负起的新
的文化使命。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引领，准确把握新的形势和任务，自
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我们
的职责与担当。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扛
牢使命担当，面对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
奋斗目标，提振精气神，汇聚正能量，在
于强化传承发展，赓续文化血脉，坚持
守正创新，加快推进青海文化强省建
设，擦亮中华文化青海“名片”。坚持全
面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
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牢牢坚持党的文化
领导权不动摇，坚持以文修身、以德润
心。坚定文化自信，探索推动青海文化
发展新路径，围绕培育弘扬生态文化、
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高原文
化，挖掘传承好青海文化内涵价值，加
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不断完善现
代化文化产业体系。青海省是一个多
民族共生共融的家园，构筑共有精神家
园意义重大，我们应不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精
神文明建设，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
权益。加快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不
断把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现代
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
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同时，也应
以懂青海、爱青海、宣传好青海的责任
意识强化对外宣传，生动鲜活讲好青海
故事，推动青海文化“走出去”。

繁荣文化、促进文明是党的重要
工作。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发展先
进文化，厚植文明沃土，按照“干部要
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的要求，激发
全省上下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产业“四地”、改善民生福祉、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彰显
新担当、实现新突破，为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凝聚强大的精神
力量。

戴美玲

擦亮中华文化青海擦亮中华文化青海““名片名片””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的生产力，是立
足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把握生产
力发展规律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理念与新
要求，是对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发
展、实现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作出的回
应。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
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发展新质
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重要着力点，我们应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
命的要素，其由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与劳
动主体组成，同时，这三个要素，在本质上
是以自然为根基的。自然界是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天然基础，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
产力是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在生产
力的升级迭代中，如果人类改造自然的行
为超过自然界的生态阈值，违背自然规
律，那么，必然会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和惩
罚。生产力要继续发展，人类社会要继续
进步，就要确保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
有序进行，努力实现“生态”与“生产”统
一、“颜值”与“产值”同在。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既需要思维价
值观念向“绿”而新，也需要生产力逐

“绿”而行。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
力的质态跃迁。传统生产力，也就被称
为“黑色生产力”。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
进程来看，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经济增
长，往往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或依
靠高度消耗的资源能源。也因此，高耗

能的传统工业生产方式和产业体系结
构，正是成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成
因。基于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
系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从提出“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到明确“新质生
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深刻指明了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核心标志及其
关键、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为准确把握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青海
立足新发展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我们应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
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坚持以
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将绿色、智能、泛在的技术革命
性突破成果用于生产力要素创新性配置
的过程，下大力气抓好高素质创新型人
才的引进与培养。统筹推动有机畜牧
业、文旅产业、有色冶金、能源化工等传
统产业升级转型，大力推进清洁能源、盐
湖化工、新材料、先进制造、高原生物、数
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在
绿色能源、绿色算力、绿色材料等方面的
引领力，把青海的资源禀赋更好更高效
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实现以高品
质生态环境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以生
产力要素的生态化重塑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在双向互动、互促互进中，生成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青海模式，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青海力量。

石 浩

新质生产力向“绿”而新

“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是省
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提出的工作要求，对于推进现代
化新青海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时
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干部是答卷
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因素，必
须奏响实干主旋律，唱响善成新乐章，努力
在青海大地创造更多人间奇迹。

要起而行之，更要一以贯之。世界上
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遇事不干，半点马
克思主义都没有；遇难就躲，半点忠诚都
没有。受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因素影
响，在青海大地上干工作不可能“一日千
里”，必须久久为功。凡事都需要有决心
和态度，同样需要有恒心和毅力。“今天火
焰山，明天冰达坂”，对工作时冷时热，是
干不成事的，必须多预想一些困难，多付
出一些汗水。要立足本职岗位，多干实
事、敢干难事，扎扎实实加油干；克服浮躁
心理，撸起袖子，俯下身子，老老实实持久
干；摒弃“点石成金”的幻想，多做“水滴石
穿”的努力，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要善做显功，更要深做潜功。显功，
看得见、摸得着，赢得的是群众信赖，提
升的是组织威望；潜功，不显山、不露水，

关涉的是百姓口碑，影响的是事业兴
衰。只有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观大势、
知大局、谋长远，才能取得不负时代、不
负人民的功绩。显绩的光彩夺目离不开
潜绩的牢固支撑。青海大地上，需要关
注生态，也要关注民生。事业推进中，不
能有大干快上的冲动，不能不按规律办
事，急功近利、急于出成绩。要甘坐冷板
凳、甘吃清苦饭，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全
力统筹好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促进民
生改善各项工作，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
抓现代化建设。

要摆正身子，更要净化圈子。正人
先正己，己正人自正。要忠诚于组织，真
心对群众，用心干工作，加强自身修养，
实现自我提升。经常对照理论理想、党
章党纪、民心民生、先辈先进反省自己，
用新时代的巨大变化和辉煌成就激励自
己。自觉净化社交圈、朋友圈、生活圈，
不给思想开“天窗”、不给行为留“暗门”，
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如临深渊
的警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
所止。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敢于向
不正常的“惯例”宣战，不做一团和气的

“老好人”，始终秉承高原风骨，感悟大地
宽厚，确保在青海大地上行稳致远。

魏国辉

让实干善成在青海大地
蔚然成风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
才。西宁市是全省各类资源要素最集聚
的地区，首位度极高，要充分把握好、发
挥好这一优势，通过“思想、行动、环境”
三项赋能，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工作良
好局面，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
前作表率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思想赋能，求贤若渴兴爱才之意以固
底板。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当
前，西宁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需要人
才。在引才过程中拿出求贤若渴的诚意，
带着感情引进人才，带着温度关心人才。
人才引进后，提供真情服务和真诚帮助，
从而“宁聚”人才、留住人才。要经常换位
思考，从人才的成长及发展角度出发，在
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
助。经常深入到人才群体当中，同人才打
交道、交朋友，了解其所思所想、所需所
盼，想方设法排忧解难，让更多“千里马”
竞相奔腾在事业第一线。

行动赋能，海纳百川强聚才之智以
补短板。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人才是关键变量和核心要素。要

紧扣“五个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任务，聚
焦新的定位谋划设计工作载体，充分发
挥组织部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优
良传统，着眼生态环保、盐湖科创、清洁
能源、文化旅游、绿色农业、教育卫生等
关键领域，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加
力培养、引进一批“急需紧缺”人才。以
此为牵引和抓手，通过强化措施、分解任
务、监测指标、周期管理、落实责任，实现

“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形成新的特色
亮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环境赋能，不拘一格行安才之道以锻
长板。“得人”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留住
人才。归属感是城市最大的吸引力，不仅
关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也是社会
认同和连结的关键因素。让人才在西宁
找到“家”的归属感，就要分层分类组织开
展好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让人才切实
感受到党委和政府的尊重、关注和重视；
建立“人才专员”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走
访慰问，定期组织联谊活动，架起关心关
爱“连心桥”；营造舆论“强磁场”，加大力
度宣传人才事迹，让群众了解人才作出的
积极贡献，把西宁打造成有温度有温情有
温暖的人才发展“高地”和生活“绿洲”。

高贤明

“三项赋能”
推动人才工作提档升级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
者，人之道也。”诚信是社会
共有的群体伦理规范，将诚
信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
划，在学校教学中要善于汲
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
使学生们浸润在良好的校园
文化环境中，并深切感知到：
诚信不只是美德和品质，更
是无形的规范和声誉。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
学万学学做真人。能力和品
德相较，品德是第一位的，品
德本身也是能力。利益和诚
信相权，诚信是第一位的，而
且是一种更重要的利益。培
育诚实守信意识、加强诚信
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
点。要立足“大思政”格局，
构建全方位协同的诚信教育
工作体系。一方面，学校的
诚信教育突出抓好诚实教育
和守信教育，通过多种形式
的教育活动，使学生们了解
诚信的基本内容，懂得诚信
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增强学
生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提

高守法、守规的自觉性，牢固树立守信为
荣、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从小立志做讲诚
信的人。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校园信用管理机
制，完善学生诚信评价体系。根据不同学
生年龄特点、不同阶段教育目标及其相互
之间的衔接性和逻辑关联，构建集系统性、
全面性和完整性于一体的诚信评价体系。
通过建立校园诚信信息管理系统，客观实
时地记录跟踪学生在校诚信表现，在此基
础上，将评奖评优、升学就业推荐、助学贷
款等与校园诚信评价挂钩，提高校园失信
成本，降低校园失信风险，从而营造良好的
校园诚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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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
察时指出，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树立和践
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切
中要害，须驰而不息抓下去。记者
在基层调研发现，个别地方仍存在
一些形式主义的“乱折腾”，消耗基
层谋事创业热情。有的地方为观
摩检查时看着好看、听着好听，大
肆举债建“面子工程”；有的地方为
应付检查、考核过关，连夜搞刷漆、
涂墙、赶人的突击行动……这些做
法不仅大量浪费基层干部的时间

和精力，更损害了我们党实事求是
的优良传统，基层干部群众对此深
恶痛绝。

形式主义屡禁不绝，既有部分
领导干部盲目攀比、随意用权等主
观因素，也有上级政策制定失真、属
地管理责大权小等客观原因。少
数领导干部只顾心中“规划图”，不
看脚下“实景图”，满是大干快上的
冲动，违背科学常识和干群意愿，拍
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桌子推
进，最终撂下个一地鸡毛的烂摊
子。说到底，根源还是政绩观扭曲。

领导干部要树牢造福人民的
政绩观，多出实招、办实事，着力解

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坚决不
打私心“小算盘”。多到基层去、真
和群众谈，用真心真情真干服务群
众。一些“乱折腾”表现在基层，根
子却在上面。上级部门要切实防
止提出不切实际的工作要求。与
此同时，要不断健全政策法规制
度，完善权力的约束机制和问责的
溯源机制，用制度整治形式主义。

征实则效存，徇名则功浅。大
兴求真务实之风，严惩装样子、搞
花架子，才能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
在办实事上，才能让形式主义无处
遁形。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 刘怀丕 翟 濯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必须持之以恒

直播间里“父母双亡却坚强生
活的励志女孩”，实际上父母双全，
本人还不时出入高档场所；打着

“助农直播”旗号，却用从外地低价
采购的农产品冒充“大凉山原生态
农产品”……近日，网红“凉山孟
阳”及其幕后公司团队等8人因虚
假广告罪被判刑。

与此前被依法惩处的网红“赵
灵儿”“凉山曲布”类似，“凉山孟
阳”及其幕后公司团队制作的视频
都有着雷同的“剧情”：偏远的山
区，破旧的房屋，善良的青年……
剧本背熟，套路走到，直播一开，稳

赚不赔。这样的摆拍“卖惨”扰乱
网络生态、违背公序良俗、假助农
真坑农，以次充好更是涉嫌虚假宣
传、触犯刑法红线。

近年来，随着手机成为“新农
具”，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助农
直播正为乡村振兴带来新活力。
然而，个别网红和背后运营公司却
把助农当成赚钱幌子，以“卖惨”手
法营销“视觉贫困”，靠描摹贫困、
渲染悲情，甚至编造虚假的悲惨身
世牟利，欺骗的是广大网友的善
意，伤害的是农民的利益。精心包
装的网红直播间热热闹闹，真正急

需为农产品打开销路的主播反而
被遮蔽了声音。

还互联网以清朗，规范网红
经济是必修课。对真正的助农直
播要予以支持，对那些编故事坑
农、败坏社会风气、抹黑地方形
象的“卖惨”式带货则必须坚决
惩处。从准入门槛、准入条件、
过程监管、事后追责等全流程补
上直播监管漏洞，建立有效的行
业规制，杜绝假助农真坑农，才
能让数字经济的红利更好惠及山
乡大地。

（新华社成都3月26电）

新华社记者 周以航 吴光于

假“卖惨”真坑农行为须严惩

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春季牧场，在山花烂漫的盛夏草原，在层林尽染的秋季山巅，在白雪皑皑的冬雪冰川，摄影人用
特有的眼光记录着正在成长的青海之美。对于发现和捕捉大自然之美，把瞬间化作永恒的摄影艺术来说，大美青海是摄影
家梦寐以求的天堂。 路生贵 摄

大地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