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A02
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责编:刘梦晖 主任:柴晓萍 责校:崔振林青海

本报讯 8 月 2 日 下 午 ，省 委 书 记
信 长 星 主 持 召 开 省 委 常 委 会 扩 大 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
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
我省贯彻意见。

会议指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是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我们党提出
统一战线政策 100 周年之际召开的一
次汲取历史智慧、明确前进方向、激发
奋进力量的重要会议，具有举旗定向、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
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
指导性，是一篇充满马克思主义真理
力量的纲领性文献，为我们进一步做
好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
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
刻 回 答 了 新 时 代 为 什 么 需 要 统 一 战
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巩固
发展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涵盖了统
一战线的地位作用、本质要求、工作方
针、任务重点、领导力量等，是这次会

议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指导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
方针。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
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原则，深刻领
悟统一战线“三个更加重要”作用，把
握和处理好四个重大关系，扎实做好
五项重点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推动统
一战线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谱写新
篇章。

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
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读、融会贯通
悟，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增强做好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行动自觉。要主动对标对表，着
力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研
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有力
有效解决统一战线领域的矛盾问题，不
断巩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

成果，有形有感有效做好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落实好习近平总书
记“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重大要求，
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
持续保持社会长治久安，推动民族团结
进步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促进统一战线
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以扎实举措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工作
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对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提
出的重要要求，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用
好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最大限度地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巩固和发展统
一战线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
局面。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站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高度，
深刻洞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和新军事革命发展大势，深刻揭示了新
形势下军事职业特点和军事人才发展规
律，对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进行了再动
员再部署。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从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高度，把培养强军事业坚定举旗人、
合格接班人作为根本标准，牢固树立为
战育人、为战选才的鲜明导向，提高军队
人才的科技素养，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
军队人才工作，在重大任务、斗争一线培
养和发现人才，深化军民人才融合发
展。要坚持以党管人才统领人才强军，
从政治上培养、考察、使用人才，筑牢军
队人才忠诚核心、听党指挥的政治底
色。要畅通人才强省和人才强军的通
道，积极向军队源源不断输送更多人才，
接收使用好军队复员、转业人才。要在
政策资源上倾斜支持人才强军，解决好
军人后路后院后代问题，为新时代人才
强军战略做好服务保障。

会议研究振兴全省高等教育工作，
强调要落实政策，完善措施，形成合力，
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高校、企业、科研院
所共同参与，充分用好对口支援、东西
部协作机制，持续深化与教育部、各援
青省市、对口支援高校的协作，用好“组
团式”帮扶机制，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
育发展水平。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信长星主持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彭娜）
8月，全国青年英才齐聚高原。8月 4
日，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主办的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开幕，为青海高
质量发展聚才引智。

论 坛 主 题 为“ 传 承·奉 献·创
新 —— 喜 迎 二 十 大 、永 远 跟 党
走 、圆 梦 新 时 代 ”，旨 在 全 面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新 时 代 人 才
工 作 的 新 理 念 新 战 略 新 举 措 和

“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
央 、省 委 人 才 工 作 会 议 和 省 第 十
四 次 党 代 会 精 神 ，依 托 我 省 红 色

资 源 ，教 育 引 导 广 大 青 年 人 才 从
“ 两 弹 一 星 ”历 史 文 化 学 习 、弘 扬
传 承 红 色 精 神 中 激 发 信 仰 、获 得
启 发 、汲 取 力 量 ，不 断 坚 定“ 四 个
自信”，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
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

论坛期间，将举办传承“两弹一
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暨“科学
与中国”20 周年院士青海报告会，5
位院士专家围绕传承弘扬“两弹一
星”精神、助力打造“高地”建设“四
地”作主旨演讲。举办“弘扬伟大精
神，强劲现代化建设力量”“矢
志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园区创
新发展”“开放合作创新，打造

高原医学高地”三场分论坛，对接邀
请国家有关部委及国内外行业领域
专家学者，借智借力推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力争达成一批人才智
力合作项目。

与会人员还将走进中华民族挺
起脊梁的地方，参观青海原子城纪念
馆、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爆轰试验
场、上星站等，通过参观学习交流，进
一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借助
红色文化扩大青海影响力，为我省高
质量发展搭建平台、聚才引智。

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中国青年英才论坛明日开幕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周建
萍 实习生 赵欣玥）8月 2日，来自省
财政厅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
重点项目保障有力有序，累计下达资
金 539.2 亿元，助力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建设产业“四地”，支持公路、铁
路、机场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大项
目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充
分保障了重大决策部署落地。

今年以来，青藏线西宁至格尔木
段提质工程、省道及农村公路等一批
标志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复工
建设，意味着全省交通道路将更加通
畅；玛尔挡、羊曲水电站加快建设脚
步，不断用“建设速度”体现投资力
度；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
族自治州新能源大基地等一批清洁
能源项目加速推进；南山口抽水蓄能

电站、文物保护和展陈中心等项目提
速前期进展。目前，我省重点项目建
设全面落实省级重点项目“一调度、
一督导、一对账、一分析、一通报”的

“五个一”推进机制，实施“一项目、一
方案、一专班”，200个省重点项目多
投 快 建 ，开 复 工 169 项 ，开 复 工 率
84.5%，完成投资518亿元。

同时，省财政紧盯省政府主要领
导拜会国家部委成果落实巩固，加大
争取力度，力争在新基建、新能源项
目和引黄济宁、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
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跟踪研判留
抵退税政策形势，加强收入组织，确
保应收尽收，实现地方财政收入稳步
增 长 。 对
标 支 出 目
标任务，进

一步加强调度、压实责任，加紧专项
债发行使用，全力加快财政支出进
度。

我省还紧紧围绕广大人民群众
所急所盼，继续保持 75%以上财政支
出用于民生，牵头推进民生实事工程
落地实施，资金下达率达到 83.6%。
新建、改扩建 50所基础教育学校，改
善办园办学条件；实施（开工）4.09万
套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依托青海
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加快推进医疗
自助一体机建设；为 400名高中、大学
阶段接受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
学生发放教育资助等民生实事正在
抓紧推进。

上半年我省下达539.2亿元助力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予琴）近日，国
务院批复同意海南藏族自治州建设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作为全国第三批国家可
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海南州将以科技创
新主动融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全球可持续
发展贡献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海南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将以“江河源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聚焦“推进生态保护与治理，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推进生态产业绿色发展，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推进民生持续改善，建设和谐美
丽新海南；推进科技创新引领，提升高质量发
展水平”四大重点任务和“生态保护与治理提
升、生态畜牧业绿色发展促进、新经济增长点
培育（清洁能源综合利用、大数据与生态经济
深度融合应用）、生态文化旅游惠民、科技创新
支撑”五大行动，力争到 2030年将海南州建设
成为江河源区生态保护与治理引领区、高原生
态与产业协调发展样板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实践创新基
地。

创新示范区的发展规划以生态保护与建
设为主线，重点实施推进生态保护与治理，筑
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生态产业绿色发
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推进民生持续改善，
建设和谐美丽新海南；推进科技创新引领，提
升高质量发展水平四大任务，切实把绿水青山
的保护与治理成果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惠民富
民成效，打造江河源区生态保护与治理引领
区、高原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样板区、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区。

3年建设期内，创新示范区将重点围绕“生
态本底脆弱与生态保护战略需求矛盾突出、产
业基础薄弱与民生持续改善需求矛盾突出”两
个瓶颈问题，重点实施高原生态保护与治理、
生态农牧业绿色发展、新经济增长点培育、生
态文化旅游惠民、科技创新支撑五大建设行
动，布局 14项重大工程，实施 37个重点项目。

海南州将建设
国家可持续发展
议程创新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