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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1 月 9 日 电

（记者张洋）为体现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灾区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

众的关怀温暖，近日，中央组

织部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

向西藏划拨 5000 万元，用于支

持抗震救灾等工作。

中 央 组 织 部 要 求 ，灾 区

基 层 党 组 织 和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要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充 分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

范作用，全力开展人员搜救，

全 力 救 治 受 伤 人 员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人 员 伤 亡 ，防 止 发 生

次 生 灾 害 ，妥 善 做 好 受 灾 群

众 转 移 安 置 、遇 难 者 家 属 安

抚 、群 众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等 工

作 ，确 保 安 全 温 暖 过 冬 。 灾

区 党 员 、干 部 要 深 入 抗 震 救

灾 第 一 线 ，到 灾 情 最 严 重 的

地 方 去 ，到 群 众 最 需 要 的 地

方去，冲锋在最前沿、奋战在

艰 险 处 ，做 灾 区 人 民 的 主 心

骨 和 贴 心 人 。 党 委 组 织 部 门

要 充 分 发 挥 动 员 和 保 障 作

用 ，注 意 在 抗 震 救 灾 中 考 察

和识别干部，注意发现、宣传

基 层 党 员 、干 部 中 的 先 进 典

型 ，为 抗 震 救 灾 提 供 坚 强 组

织保证。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

费 要 及 时 拨 付 到 灾 区 基 层 ，

做 到 专 款 专 用 ，主 要 用 于 慰

问 奋 战 在 抗 震 救 灾 第 一 线 的

基 层 党 员 、干 部 、群 众 ，慰 问

因 受 灾 严 重 而 遇 到 生 活 困 难

的 党 员、群 众 ，补 助 修 缮 因 灾

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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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何以

改变中国？从文化

角度观察，可以看

得更分明。

文 化 的 力 量 ，

深沉而澎湃，可沉

淀为定力，可转化成动力，可生发出活

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

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从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的过程，可

以更好理解“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

治文化”的重要性。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加

强作风建设，离不开文化的导向、约

束、教化等功能。

一方面“激浊”，既“拔烂树”也“治

病树”，从查摆“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

观扭曲”问题，到清理“剥削阶级思想

和腐朽生活方式”，再到“坚决破除特

权 思 想 和 特 权 行 为 ”；另 一 方 面“ 扬

清”，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牢固

树立宗旨意识，充分发扬“务实功、出

实招、求实效”的实干精神，树立和践

行“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的

正确政绩观……

实践证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

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处理好公私、义

利、是非、情法、亲清、俭奢、苦乐、得失

的关系，思想道德防线就愈加牢固。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是 我 们 管 党 治 党 的 重 要 方 略 ，实 现

二者的有效协同，离不开文化的智力

支持和精神支撑。

用 制 度 的 笼 子 关 住“ 任 性 的 权

力”，彰显的是制度规矩的效力；党员

干部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

而不觉的言行准则，则有赖于思想的引领和文化的滋养。

之所以驰而不息正作风、治歪风、树新风，为的正是巩固

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高地，打赢这场廉与腐、实与虚、俭

与 奢 的 价 值 观 较 量 ，通 过 不 懈 努 力 换 来 海 晏 河 清 、朗 朗

乾坤。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影响经济和政治的发

展。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气象，可以反观八项规定是如

何化风成俗的。

月饼、大闸蟹价格更加亲民，传统节日找回文化底蕴；

光盘行动减少粮食浪费，守护粮食安全；坚持勤俭办一切事

业，更多资金被用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和保障民生；亲而有

度、清而有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

歪风刹住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纠治了，作风建设的

成效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违规吃喝纠治了，面子文化没市场了，政商关系清爽

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得到弘扬，求真务实、清

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得以树立……八项规定不仅荡涤了看得

见的歪风，更带来全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塑，有效解决了物

化、异化等顽疾。以八项规定为引领带动，深入净化全社会

的“精神生态”，正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透过八项规定深入人心、改

变中国的非凡历程，可以感知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的历史逻辑，也可以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

贯通的实践品格。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定能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

境界、书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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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史竞男）由中国出版协

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的 2025 北京图书订货会 9 日在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开幕，逾 40 万种图书亮相。

据组委会介绍，本次展会展览面积达 5 万平方米，设立社

科、科技、少儿、文教等专业展区，省团展区、集团展区以及中

央部委出版社联合体展区、民营书业联合体展区、港澳台展区

和数字出版与相关产业展区等，现场展示超过 40 万种图书。

本届订货会首次增设文创展区，汇集众多知名出版机构、

全国新华书店、特色实体书店和各大图书馆的文创产品，涵盖

图书周边、文具、艺术收藏等多个领域，开展打卡集章、沙龙、

产品制作等互动活动，增强读者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呈现出版

行业跨界合作的创新探索。

为展示出版发行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果，订货会期间将设

立全国出版成果展示廊，重点展示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

出版物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等精品力作，

还将举办“红沙发”系列访谈、“大家读好书”等一系列阅读推

广活动和 400 余场主题活动，并发布出版产业最新报告、年度

图书零售市场报告等。

逾 40万种图书亮相 2025北京图书订货会

本报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欧阳洁）记者从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获悉：我国启动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因地制

宜发展全谷物产业，推动粮食节约减损，促进居民营养健康消

费，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七部门

联合印发《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2035 年）》，提出到

2035 年，人民群众对全谷物认知水平明显提高，全谷物在居

民膳食消费中的比重明显增加；适应居民营养健康需要的优

质全谷物产品更加丰富，全谷物食品供给和消费实现动态平

衡，形成链条完整、结构合理、供需适配、持续升级的全谷物产

业发展格局。

据介绍，当前我国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的比例不足

1%。行动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加快我国全谷物食品产业的

发展，力争用 10 余年的时间，大力提升我国居民的全谷物消

费占比。

全谷物行动计划提升营养保障安全

一版责编：杨   旭   张帅祯   栾心怡

二版责编：殷新宇   张安宇   张   曾
三版责编：吴   刚   周   輖   李欣怡

四版责编：胡安琪   杨烁壁   李凯旋

1 月 7 日，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地震突发当天，嘎布村

村民普布格桑在紧急避险过程中被房屋倒塌掉下的木条擦

伤，右眼出血。“当时感觉问题不大”，简单处理伤口，普布格

桑便投入救灾。

随着震后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8 日，西藏军区总医

院医疗队巡诊到普布格桑所在的帐篷。军医发现他的眼睛

伤情严重、视力明显下降，有眼球摘除的风险。“一名群众眼

睛受伤，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需要直升机运送至西藏军区总

医院救治！”

9 日，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接到保障 2 架直升机紧急前

往震区运送伤员的任务。基地立即组织航管、气象等部门

研究，引导在空飞机及时避让，为救援打通“绿色通道”。仅

20 多分钟，直升机就升空前往目的地。

很快，2 架直升机稳稳降落在长所乡卫生院旁边的草

地上。考虑到当地风沙大，军医们对普布格桑的眼睛进行

了严密包扎，用担架稳稳地将他抬上直升机，向着数百公里

外的西藏军区总医院飞去。“没想到，直升机竟然是专门为

帮助我而来的。”普布格桑说，“感谢金珠玛米（藏语，意为

“解放军”）给我们带来平安。”

为保障灾区群众生命健康，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统筹

医疗力量赶赴一线，开设 23 个医疗点，逐村逐户进行巡诊。

“全力救治每一名伤员，不放弃任何一个受灾群众，这是我

们的责任和使命。”医疗队军医边瑞华说。

右图：1 月 9 日，定日县长所乡，医疗队队员用担架将受

伤村民抬往直升机，转运至位于拉萨的西藏军区总医院

救治。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感谢金珠玛米给我们带来平安”
本报记者   倪   弋   张武军

1 月 8 日，记者在西藏定日县长所乡

古荣村安置点见到副乡长边巴罗布时，

他正手捧盒饭，边吃边与村干部商量救

灾、安置事务。

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党员干部坚

定地冲在抗震救灾一线。

1 月 7 日早上 8 点多，边巴罗布在宿

舍感觉到一次小震动。他立刻警觉起

来，通过微信群提醒各村，要求驻村工作

队和村两委干部立即开始入户排查，确

保群众安全。安排完，边巴罗布并不放

心，决定赶往现场。没想到还未出发就

发生了 6.8 级地震。

毫不犹豫，长所乡的干部立即奔赴

各自包村点进行排查救援。

赶到自己负责的杂村，眼前场景让

边巴罗布心头一紧：群众惊慌失措，四处

求救。他和同行的 5 人马上投入紧张的

救援。党员干部冲在前，村里的年轻人

也纷纷加入队伍，合力救出被困人员。

不久，医护人员和专业救援队伍到

达现场，边巴罗布又参与搬运物资、搭建

帐篷等工作。忙活到半夜，看到群众住

进了帐篷，吃上了热饭菜，边巴罗布才感

到了一丝踏实。

“作为基层干部，我们要安抚好受灾

群众。”边巴罗布说，“我们会坚守抗震救

灾一线，与群众共渡难关。”

1 月 9 日，曲洛乡吉雄村安置点，寒

风肆虐，尘土漫天。驻村干部扎央个子

不高，身披一件大号迷彩服穿梭在人群

中发放物资。

“两天没睡觉了，每天只能腾出空吃

一餐饭。”扎央一门心思投入救灾工作，

反倒没觉得困倦或饥饿。“不仅仅是我，

现场所有党员干部基本都是这样的状

态。”扎央说。

记者看到扎央长长的睫毛上挂了灰

尘 。“ 灰 头 土 脸 的 ，根 本 来 不 及 收 拾 自

己。”她说，在赶往安置点前特意剪掉了

自己的长指甲，“生怕干活不方便”。救

灾工作中，她总冲在前面。“吉雄村安置

点的情况相对较好，并没有人员伤亡。”

这对扎央来说是最大的慰藉。

说话间，手机铃声响起。“又有一批

物资要送到了。”扎央协调好放置的位

置，一路小跑着过去。“这两天发了新鲜

的大白菜、崭新的棉被。眼下物资源源

不断运来，不仅让群众安心，也给了党员

干部继续奋斗的信心。”她边跑边对记者

说。说话间，又得知牦牛肉已经送到，扎

央脸上绽开笑容：“一会儿得赶快把肉切

好，今天让大家都吃上！”

忙活到晚上 10 点多，扎央决定去帐

篷里转转，问问乡亲们还需要什么。“奋

战在救灾一线，我们的形象就是党的形

象，一定要充分发挥作用。”扎央说，“明

天开始准备搭建板房了，我相信这里一

定会越来越好。”

党员干部全力投入西藏定日地震抗震救灾

冲锋在最前沿  奋战在艰险处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在现场R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发

生后的 3 天里，记者记录下参与抗震救

灾 的 党 员 与 受 灾 群 众 间 的 三 段 温 暖

对话。

第一段对话，发生在日喀则市人民

医院的产房，时间是 1 月 8 日 7 时 40 分

左右。

产 房 里 ，一 声 婴 儿 的 啼 哭 ，清 脆

响亮。

这名婴儿和母亲都来自震中长所乡

杂村，是地震后首

个 顺 利 降 生 的 新

生儿。

7 日 ，产 妇 一

家正打算到定日县

人民医院就诊，突

如其来的地震打乱

了原本的安排。当

晚，这家人才到达

定日县人民医院，

后又转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看病历，产妇的血压很高，还有很

多指标异常。”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急诊室

里，妇产科主任、党员普尺焦急等待，“这

条路上，千万别出什么状况。”

8 日 1 时 30 分，载着产妇的救护车

驶进急诊，普尺随即联系多个科室开展

会诊。经过一夜努力，产妇的状况稳定

下来。

8 日 7 时 40 分，婴儿顺利降生。

“孩子有 6 斤，各项指标都很健康。”

普尺走出病房，长舒一口气，把好消息分

享给了产妇家属。

“谢谢您！”望着马上又要走进另一

间病房的普尺，家属赶紧感谢，“这孩子

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希望，多亏您了。”

第二段对话，发生在长所乡古荣村

安置点，时间是 9 日下午 5 时。

这段对话，说的是关于移动板房搭

建的事。

对话的双方，分别是受灾村民旺加

和来到一线支援的共产党员普布扎西。

古荣村村头，挂着抗震救灾横幅的

大卡车缓缓停下，绿色的吊车将一块块

坚固、结实的板材卸下。远处，已有几幢

板房搭出了雏形。

“新搭建的板房是给我们住的吗？”

旺加问。震后这几天，他们全家 9 口人

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夜间为了御寒，

需要用到烤火炉和厚被子。

长所乡古荣村安置点，海拔在 4300
米 以 上 ，入 夜 气 温 会 低 至 零 下 20 摄 氏

度。移动板房相比于普通帐篷，会更防

风更保暖，更有助于保障安置群众温暖

过冬。

“那当然，新搭建的这些板房，就是

为了给咱们村受灾群众用的。”普布扎

西说。

为保障受灾群众从应急性临时安置

转为固定性过渡安置，震后第二天，首批

新式折叠板房就运抵定日县。

“一二三！一二三……”吊车将板房

一抖，折叠的回形板房随即“立正”，现场

工程技术人员、村干部合力将前后两面

从地上推起，不到 10 分钟，一间板房就

能搭建完成。

“一间板房有 18 平方米，里面配备

了钢架床。”走进板房，普布扎西向旺加

介绍，“今晚我们就试着通电，到时候你

和家人可以领取电暖气，比现在住的帐

篷更暖和。”

目 前 ，古 荣 村 已 完 成 搭 建 34 间 板

房，预计可以安置 200 多名群众。

看到结实的新“家”，旺加握紧了普

布 扎 西 的 手 ，“ 感 谢 你 们 给 我 们 带 来

温暖。”

第三段对话，发生在 9 日晚上 8 时，

地点在曲洛乡吉雄村安置点。

正值晚餐时间，受灾群众巴旦家住

的帐篷，炉火摇曳，柴火燃烧的声音，噼

啪作响。

帐篷里，新鲜的蔬菜摆得很整齐。

“这是赵树锋警官给我们送来的。”望着

红彤彤的西红柿，巴旦的脸庞也被炉火

映得红红的。

巴旦口中的赵树锋，是一名共产党

员，在萨嘎县公安局加加镇派出所任教

导员，这次赶来曲洛乡支援抗震救灾。

冬季的高原，新鲜的蔬菜本就匮乏，

但在这里，54 户人家都领到了。

“ 这 么 冷 的

天，公安干警不容

易，挨家挨户给我

们 送 蔬 菜 。”巴 旦

指 了 指 帐 篷 一 角

码放着的大白菜，

“这就是昨天赵警

官 给 我 们 家 送 来

的，今天上午还有

解 放 军 战 士 来 给

我们送肉罐头。”

说话间，赵树锋撩开了帐篷的门帘，

“吃了吗，今天家里做了哪些饭菜？”刚进

屋的赵树锋焐了焐冻得通红的双耳，坐

在火炉边伸出双手烤起了火。

“今天家里炒了青椒肉丝，还做了罐

头烧白菜。”巴旦回答道，“你要不要坐

下吃点。”

“我们单位有饭，后面几家我还要去

瞅瞅，看完再吃。”赵树锋站起身，边走边

回头说，“你们还缺什么，和我说，我给你

们送。”

帐篷里，刚刚出锅的菜摆到了炉子

上，一家人围炉而坐。屋子里暖暖的，巴

旦的心里也暖暖的，“这么冷的天，感谢

党，让我们吃到新鲜的蔬菜，真的特别

感谢。”

地震发生后，受灾群众收到了粮油、

肉类、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74.3 万吨，大部

分安置点里都吃上了新鲜干净的蔬菜。

（本报记者徐驭尧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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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 月 9 日，在定日县长所乡古荣村安置点，施工人

员抓紧搭建移动板房。

人民网记者   翁奇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