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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基
层党建工作的标准和要求越来越
高。陕西米脂县委经过深入走访调
研，以党建工作顺应当地经济发展、
融入县乡村中心工作的新理念，因
地制宜地打造东、南、西、北、中五大
党建示范集群，辐射带动全县基层
党建工作转型升级，实现追赶超越。

东以杨家沟红色基因为引擎，
打造旅游产业发展的党建示范集
群。

杨家沟是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是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至今日，当
年那些可歌可泣、脍炙人口的故事，
始终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成为党风、党纪、党性
教育的生动教材。近年来，杨家沟镇
村两级党组织以红色基因为引擎，
以旅游产业为带动，以大力发展小
米、葡萄、核桃为主导的农产品和药
材种植，增加农民收入。

北以高西沟创业精神为引擎，
打造绿色生态宜居党建示范集群。

上世纪60年代以来，高西沟人
积极响应国家“水土保持，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号召，根据“宜林则
林、宜草则草、宜粮则粮”的原则，提
出林草粮“三三制”治理模式，把一
个“遇雨泥浆横流，遇旱满地冒烟”
的穷山沟，治理成山清水秀林美的

“陕北小江南”，被誉为“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农村发展的标兵和样板”，
创造了陕北生态建设的奇迹，积累
并形成了“坚定信念，尊重规律，依
靠群众，勇于探索”的“高西沟精
神”，和一套凝聚民心、民智、民力，
保证村民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的民主治村模式，村党支部
被誉为“黄土高原上薪火相传的战
斗堡垒”。

西以石沟镇村级综合改革为引
擎，打造山地苹果产业党建示范集
群。

石沟镇是米脂县的一个大镇，
人多地广。该镇党委抓住镇村改革
的有利时机，及早开展撤村并村改
革工作，是全县撤村并支到位的一
个乡镇。如何适应村级组织设置发
生的新变化，镇村两级党组织深入
思考，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
上，提出了以土地流转为引擎，大力
发展以山地苹果为主导的现代农
业，打造集中连片山地苹果产业党
建示范集群。该镇以官道山、任坪、
宋山、郝家兴庄和党坪等 5 个村撤
并后组建起来新的行政村党坪村，
流转2000多亩土地栽种苹果，并对
原撤并的官道山村103户群众进行
移民搬迁，让他们住进了新房；以党
塔、艾好湾、盘草沟整合 2500 亩土
地发展苹果产业。同时，为了让群众
懂管理、会经营，村党支部办起了农
业技术培训中心，定期组织培训。

南以城郊非公经济组织为引
擎，打造二三产业深加工的党建示
范集群。

城郊镇紧临 210 国道，交通十
分便利。群众充分利用近郊的优势，
不断发展二三产业，其中以小米深
加工、汽车销售、运输、餐饮业和石
子加工为主的非公企业迅猛发展。
米脂县坚持“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组
织就组建到哪里”的原则，在有党员
的企业组建了党组织，没有党员的
选派了党建指导员，开展党的活动。
特别是城郊十里铺益康农产品加工
有限公司，凭借党组织的引领，党员
的带动，汇集党务电商的力量，以小
米为主的加工销售路子越走越宽，
效益越来越好，为米脂县非公经济
发展提供了榜样。

中以城中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创
建为引擎，在强化社会管理上打造
党建示范集群。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
不断向城市转移，流动党员增多，
城市社区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肩
负着重要职责。为此，米脂县先后
开展了文明社区、和谐家园活动以
及在职党员干部进社区等一系列
主题实践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
的要求，米脂县以创建社区服务型
党组织为引擎，在银南、银北、银城
和银新 4 个社区创新党组织设置，
按片区划分，组建 45 个党小组，以
党小组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为引领，不断强化银南社区网格
化管理、银城社区精细化服务、银
新社区责任化分工、银北社区多元
化参与，筑牢便民服务基础，让居
民亲情得到传递、矛盾得到调解、
事务得到代办、问题得到解决，走
出了一条强化服务型党组织创建、
创新社会管理的和谐之路。

黄帝论坛举行

黄帝陵是全球炎黄子孙心中的圣
地和精神家园，是海内外华侨华人与
祖国联系的重要纽带。2016 年 12 月
31日，华侨华人团体代表全程参与黄
帝文化发展论坛，20多个国家的华侨
华人团体制作了黄帝陵祈福视频，以
此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祝愿和期盼。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黄帝陵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及象
征，是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
纽带。这次祭祀黄帝、研讨黄帝文
化 ， 就 是 为 了 继 承 传 统 、 古 为 今
用，努力把黄帝陵打造成为海内外
侨胞联络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走
出去的阵地以及对外展示的重要窗

口，进而推动中华文明文化的发展。

华人代表零点祈福

当晚 23 时半，“黄陵谒祖·祈福
中华”——2017全球华人新年祈福大
典正式拉开帷幕。环绕在苍松翠柏之
间，巍峨壮观、庄严肃穆的黄帝陵祭
祀广场被无数灯光点亮了轮廓，航拍
飞机掠过之后，留下了一幅幅绝美的
画卷。大典的舞台就坐落在这样的美
景中。

在悠扬激越的子长唢呐、威武雄
壮的黄陵抬鼓方阵的衬托下，具有浓
郁北方特色的火龙上下翻飞，陕北歌
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向荣，陕北
民歌后起之秀延锦园等，共同演绎了
陕北民歌《对花》。

来自宝岛台湾的著名歌手陈明

真，献上了一首优美动听的 《弯弯
的月亮》，激起了在场观众浓浓的思
乡情。首届“超女”冠军安又琪演
唱了 《有你陪着我》，让现场热情高
涨。

由纪连海、肖云儒、桂维民、
贠恩凤、商子雍、李震等学者领诵
的 《黄帝陵祈福三字经》，成为本次
活动的一大经典，引起了在场观众
的共鸣。

主办方的 5位代表，向五大洲的
华侨华人代表赠送了装有桥山千年柏
树种子和土壤的福袋，寓意炎黄子孙
无论身处何地，均能不忘初心、心系
祖国。

零时零分，全场的倒计时呼声
迎 来 了 活 动 的 最 高 潮 —— 鸣 钟 祈
福。各界代表共同敲响“中华第一
钟”——黄帝钟，共 17 通 51 响。每

通 3 响，在 《道德经》 中，3 是三生
万物，在 《周易数理》 中，三才之
数，寓意“天地人和，大事大业，
繁荣昌隆”。同样，17也是一个吉祥
的数字，寓意吉，排除万难，把握
时机，可得成功。最终的 51 响，即
象征黄帝是五帝之首，也包含中华
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含义。17 通 51
响钟声，连绵不断，回音不绝，将
新年祈福大典推向高潮。

黄帝陵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一直
以来就是海内外广大华侨华人联系的
纽带，更是凝聚中华儿女情、实现民
族复兴梦的平台。此次鸣钟祈福活
动，通过邀请海内外华侨华人代表和
社会知名人士参与体验黄帝文化，凝
聚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
信，共同为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
兴而祈福。

陕甘交界的泾川，居丝绸古
道要冲，自古以来就是西出长
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重镇。据说
凡是途经此地的商人，都要到当
地的王母庙去拜一下，以求一路
平安。

泾川被称为西王母故里，是
西王母文化发祥地和祖祠所在
地，被誉为“天下王母第一宫”。
在第五届海峡两岸西王母（女性
文化）研讨会上，甘肃泾川县被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命名
为“西王母文化研究基地”。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研讨
会倡议，将西王母诞辰日（农历
七月十八日）定为“华夏母亲
节”，并在甘肃泾川和台北轮流
举办西王母女性文化研讨会，使

“华夏母亲节”成为海峡两岸人
民缅怀以西王母为代表的华夏
女性先祖的重要平台，成为当代
社会发扬尊母爱母、感恩母亲、
孝敬母亲的中国化本土节日。

“华夏母亲节”，弘扬华夏母亲博
爱之美、包容之美、慈祥之美、团
结之美，有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
女性的优秀道德品质，增强女性
主体意识，凝聚女性力量，激发
全社会爱母、尊母、敬母、孝母的
良好风尚。

从 1992 年开始至今，每年
都有海内外华人前来寻根拜
谒。泾川西王母信俗文化始于
北宋开宝元年的西王母庙会，
至今已连续传承 1000 多年。西
王母作为华夏民族民间信仰，
以及朝圣、祈福、祈安、智慧的
象征，阐释了华夏母亲的文化
内涵，解读了华夏文明的发展
演变和化生万物的深刻哲理，

是广大民众心目中的中华长寿
之母、和平之母、团圆之母、艺
术之母、自然之母，也是华夏儿
女共同的母亲。

随着“华夏母亲节”的连续
举办，西王母文化的内涵不断丰
富和衍生，从最初的“不死之
药”、“瑶池相会”、“蟠桃”、“容颜
绝世”等文化符号，逐渐演变为
和平之神、生育之神、长寿之神、
养生之神、东方女神，成为集和
平、福寿、博爱、智慧、和谐等为
一体的华夏女性形象，体现华夏
母亲慈爱、宽厚、勤劳、善良等传
统美德和优秀品质，在调和社会
生活、安抚民间苦闷、巩固伦理
道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泾川，作为华夏母亲文化的
发源地、输出地，在文化感召力
方面的优势愈来愈明显。泾川，
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华夏母亲”
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2016 年 12月 31日晚，以“文武
圣地 晨钟祈福”为主题的跨年敲钟
活动在西安举行。

本次活动在西安博物院举办，
内容包括雁塔武举题名碑介绍、武
术表演、捐赠仪式、福建金漆木雕展

开幕式、鸣钟祈福等几个环节。晚上
8时许，欢乐祥和的舞龙、舞狮锣鼓
声表演拉开了活动的序幕。

西安博物院院长余红健表示，
西安自古即是文武圣地，崇文尚武
精神源远流长，且有武举提名小雁

塔的传统，西安博物院有幸还留存
有多通武举雁塔题名碑。我们希望
借此激活传统的崇文尚武精神，弘
扬正能量，也为祖国、人民祈福，祝
愿国运昌盛、社会和谐、民生康泰。

当晚，活动转场到小雁塔院内。
这里有数通小雁塔荐福寺明清时期
陕西武举雁塔题名碑，此类武举雁
塔题名碑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武举
人“雁塔题名”之风的遗物。“雁塔题
名”源于唐代的“慈恩题名”，是唐代
新进士夸耀功名富贵的活动之一。
新进士在大会长安城南曲江，探采
名花，摆宴赋诗之后，来到近旁慈恩
寺佛塔下，由其中长于书法者将新
进士的姓名题写于塔下。其风始于

唐中宗时，此后盛于有唐一代。
当晚11时30分，大家来到了敲

钟祈福现场，在钟前广场举行了庄
严祈福礼。零时整，西安市民代表共
同敲响新年的第一声钟，祈盼新年
平安祥和。雁塔晨钟，是古“关中八
景”之一，钟声清亮，塔影秀丽，雁塔
晨钟也是八景中唯一以声音取胜的
一景。古时雁塔晨钟也被称为“神
钟”，人们认为悠扬的钟声能传达对
远方亲人的思念与祝福；今天，雁塔
敲钟祈福活动成为西安古城传统的
跨年祈福活动，代表了人们对新一
年生活的美好期盼，传递着爱心，传
送着祝福。自1993年以来，小雁塔院
内每年举行鸣钟祈福活动。

本报电（潘国利、张帆）2016年刚过
去，翻开宝鸡市金台区的招商成绩单，
东岭国金中心、皇冠假日酒店、银泰百
货、居然之家、三迪商业中心等一批投
资数十亿元的项目，已经落地生花；大
数据产业园、中央金融文化商务区等投
资数亿元到数十亿元的项目纷纷落地。

近年来，金台区借助旧城改造、城
中村改造，打造多个城市综合体，为宝
鸡的楼宇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面对

寸土寸金的区域，金台区大力开展无地
招商，超前谋划，顺势而为，让一个个

“不可能”变成了城市发展“新亮点”。
金台区招商部门仔细梳理招商工

作中的不足，认真研判辖区发展实情，
制定招商“路线图”，有的放矢，大大提
高了招商的针对性。

为了真正做到安商、亲商、富商，金
台区设身处地为客商着想，让项目顺利
落地。全区各部门明确目标任务和完成
时限，确定区级领导和责任部门，形成每
周一汇报每月一通报制度；对已开工的
项目，及时协调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督
促其加快进度，确保按期达产达效。

为了让客商减少奔波，金台区各级
政府部门积极转职能、转作风，给投资者
提供一条龙服务，吸引了众多中国 500
强、行业百强和知名品牌企业的目光。

本报电（田立阳）2016 年 12 月 29
日，西安港进口肉类指定口岸顺利通过
国家质检总局考核组的考核验收。作为
陕西自贸区西安国际港务区片区的重
要支撑平台之一，西安港进口肉类指定
口岸正式投入运营后，将大大降低企业
进口肉类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丰富陕西
乃至周边地区消费市场，并为陕西人民
真正享受港口实惠、实现自由贸易试验
区贸易便利化做出实际贡献。今后，日
本神户牛肉、澳洲羔羊肉等世界各地最
好的进口肉类将纷至沓来，让民众享受
到“真正的盛宴”。

西安港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是陕西

省、西安市打造“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格
局的重要平台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有力
支撑。陕西作为肉类消费大省，近几年
肉类消费每年在180万吨以上，西安市
场肉类销量每年达 85 万吨以上，对进
口肉类的需求量也逐年增大，每年达到
了15万吨左右。

此前，由于陕西没有进口肉类指定
口岸，不能直接进口，需要从沿海口岸
和周边省份辗转输入，增加了成本，加
大了监管难度。因此，西安港进口肉类
指定口岸对加强陕西省乃至西北肉制
品进出口贸易，促进西部地区进出口肉
类制品产业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米脂高西沟米脂高西沟 史史 飞飞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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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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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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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军近日，来自五大洲、10多个

国家的华侨华人代表齐聚中华

始祖轩辕黄帝圣殿，与社会各界

人士共千余人，共同参与了“黄

陵谒祖·祈福中华——2017 全

球华人新年祈福大典”。

本次活动以新年鸣钟谒祖、

祈福盛世中华、弘扬中华文化为

重点，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标识，

努力使黄帝陵成为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影响世界的重要基地。

西安港进口肉类指定口岸通过“国考”

宝鸡金台区招商引资结硕果宝鸡金台区招商引资结硕果

•丝路画廊 油画 德国天鹅堡 邢小震作•丝路画廊 油画 德国天鹅堡 邢小震作

陕西米脂基陕西米脂基层层党建现亮点党建现亮点
杨新周 杜芳荣 姬文世

跨年敲钟跨年敲钟 雁塔祈福雁塔祈福
田立阳

全球华人代表祈福中华全球华人代表祈福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