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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5月16日
出版的第 1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锲而不舍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
民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2 年 12
月至 2025 年 3 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
节录。

文章强调，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
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关系我们党能
不能长期执政、履行好执政使命。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直面党内存在的
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
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推动了全

面从严治党。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党的革命性锻造，纪律松弛、作风飘浮
状况显著改变，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
管长严氛围基本形成，党风政风焕然一
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
民心中的形象。

文章指出，八项规定指导思想就是
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
中央政治局做起改进工作作风。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
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以
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作好表率。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自上而下，
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
示范带头作用。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文章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

问题。“四风”问题根上是背离了党性，
丢掉了宗旨。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
深化纠治“四风”，坚决防止产生“疲劳
综合征”，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
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
动向要时刻防范，决不允许死灰复燃！
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
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
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
动真碰硬、务求实效。只要以滚石上山
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

步不让，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
步实现弊绝风清、海晏河清。

文章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没有完成时。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
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
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
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正
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
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
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党中央决
定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这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
点任务。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组织实施，
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定力、养成习惯，以
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以 优 良 党 风 引 领 社 风 民 风

本报讯（记者 杜伟 田野） 5 月 15
日上午，大理州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召开，全面总结全州食用菌产业发
展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
强调，要立足资源优势、深化校地协同，
推动食用菌产业向规模化、绿色化、品
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西南林
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卫斌出席会
议并共同为大理州食用菌产业发展研
究院揭牌。

陈真永指出，大理野生菌资源储
量、种类居全省前列，是人工栽培食用
菌的优良产区，发展食用菌产业具有独
特优势。当前，全州食用菌产业发展虽
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政策支持推力
不足、产业体量较小、产业链条不长等
短板。

陈真永强调，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
量发展关键在于联农带农助农增收。
要筑牢供应链，壮大经营主体，培育一
批产业链“链主”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县
至少招引一家食用菌生产企业、建立一
个食用菌种植示范村，不断培育壮大全

州食用菌供应基地；要搭建产业链，发
挥好大理州食用菌产业发展研究院的
作用，重点培养一批食用菌技术人才，
围绕菌种端、种植端、仓储端、流通端、
加工端、消费端不断延链补链强链，聚
力打造食用菌产业集群；要提升价值
链，加强品牌引领作用，探索发展以食
用菌为主题的产业体验、休闲旅游和健
康养生等服务业，深入挖掘“菌文化”，
让食用菌成为大理又一张新的亮丽名
片；要积极推行“双绑”利益联结机制，
推动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形成稳定
利益联结和分工合作机制。

陈真永要求，各县（市）、州级相关部
门和企业要对标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
依托西南林业大学等科研机构、省内外
食用菌龙头企业和广大农户，通过3至5
年的发展，贯通科研、生产、加工、销售、
消费环节，建设高水平食用菌生产基地、
科研高地、产品集散地、消费目的地，使
大理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菌都”。

西南林业大学副校长何霞红、州政府
秘书长周武军，各县（市）政府、州级相
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大理州食用菌产业
高质量发展会议召开

□ 记者 吴开睿 通讯员 杨源

“爸，我的第一次就是从收了老板
的两条烟、一瓶酒开始的……”面对父
亲的质问，杨霁筠声泪俱下地向父亲
坦白。这是我州沉浸式警示教育庭
院实景话剧《抉择》中的一幕。

演出落下帷幕后，观演的年轻干
部还沉浸在扣人心弦的剧情中，思考
着“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形形色
色的诱惑，怎样才能做出正确的抉
择”。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局局长赵昕轲
说：“剧中主人公的下场，充分诠释了
什么叫‘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

水，不遏则滔天’。这也告诫广大党
员干部，面对组织教育挽救的良苦
用心，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及时重
回正道。”

截至今年 4 月底，《抉择》首演以
来，已累计演出 26 场次，警示教育年
轻干部 1000 余人次。该剧以我州近
年来查处的“一把手”违纪违法典型
案例为素材进行创作，将纪法解读融
入剧情，将廉洁风险点集于主人公

“杨局长”一身，让“看剧人”在“身边
人”“剧中人”的教训中揽镜自照、反
躬自省，为年轻干部上了一堂生动、
形象、直观的警示教育课，让大家在

跌宕起伏的情节中接受一次深刻的
思想洗礼。

联袂打造《抉择》，是我州抓实年
轻干部警示教育，以案促改、净化政
治生态的一个缩影。为突出抓好新
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
警示教育，我州不断创新尝试警示教
育新方式，聚焦“身边事”“身边案”，将
警示教育从会场搬上舞台。先后拍摄
了《“花式捞钱”局长的不归路》《沉沦
江湖的“豪爽县长”》等系列警示教育
片，打破传统警示教育的枯燥和单调，
通过生动的剧情、鲜活的人物形象，将
纪律要求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场景，以

戏剧冲突展现人性挣扎，以文化审美
传递廉洁理念，将严肃的纪法教育转
化为富有地域特色的艺术表达，增强
了警示教育感染性、穿透力，力求做到
对症下药、靶向施治，让年轻干部产生
思想共振、情感共鸣，成为影响广泛的
警示教育爆款产品。下步工作中，我
州还将通过升级改版反腐倡廉警示
教育基地、编印典型案例警示录、打
造“纪检小剧场”、创作小品等文艺作
品、组织纪法宣讲团巡回宣讲等多种
方式，深化警示教育强震慑、固防线
的作用，进一步筑牢年轻干部作风建
设思想根基。

入“境”明纪守初心

我州以沉浸式教育筑牢年轻干部作风建设根基

剑川县老君山镇的群众趁着
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水稻
移栽。（摄于5月9日）

今年，老君山镇将种植水稻
3310亩，预计5月20日可全面完成
栽插。

［通讯员 李应佳 摄］

□ 通讯员 张镔 温昌盛 周云曦

近年来，宾川县以“打造世界一流水
果之乡”为目标，持续完善现代化冷链物
流体系，通过建设智能冷库集群、优化冷
链运输网络，显著提升水果保鲜与长途
运输能力，同时不断加大外贸扶持力度
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水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让世界共享宾川水果的甜蜜。

走进宾川县宾杰农副产品有限责任
公司的水果冷链加工中心，一个个圆润
饱满的沃柑经过智能分选、包装后，迅速
进入现代化冷库进行预冷处理，随后
它们将搭乘冷链物流专车，开启一场
跨越山河的甜蜜之旅。公司总经理黄菲
说：“整个厂区目前每天加工量在300到
400 吨，2024 年公司全年各类水果总加
工量达11万吨，今年加工量预计比去年
上浮10%左右。”

宾川作为“中国水果之乡”，水果种
植面积达 36.92 万亩，年产量超 100 万
吨。为解决水果保鲜和运输难题，宾川
县大力发展冷链物流。目前，全县从事
农产品冷藏的冷库企业、合作社、个体户
已达170户，建成46条分级打蜡生产线、
1300间（座）冷库，库容超 75万立方米，
果蔬初加工年生产能力超120万吨。

积极布局冷链物流的同时，宾川县
不断深化果蔬外贸出口便利化服务改
革，凭借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和积极的
外贸拓展策略，让水果产业在国际市场

上大放异彩。目前，全县有外贸进出口
实绩的企业达61家。

黄菲介绍说：“现在出口主要面向
东南亚国家，其中越南和泰国是我们的
主线国家。2024 年公司的总出口额是
4000多万元，预计今年总出口额能够翻
一番，达到8000万左右。”

截至目前，宾川县累计有蔬菜水果
种植备案企业96户，蔬菜水果种植备案
面积达43.64万亩，蔬菜水果包装厂备案
43个。依托全产业链升级，宾川的优质
水果不仅实现错峰上市、溢价增值，更让

“水果之乡”的甜蜜风味走向国际市场，
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引擎。2025年，宾川县第一季
度外贸经济进出口总额达 2.23亿元，居
全州首位。

宾川县商务局副局长谭佳楠说：
“宾川县高度重视外贸工作，积极采取
一系列措施推动外贸发展，通过强化
政策争取，为多户外贸企业申报推进
外贸稳进提质政策，争取外贸资金补
贴，进一步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有
效减轻企业成本压力，助力企业发展。
下一步，宾川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果蔬外 贸 便 利 化 服 务 ，加 强 与
海关等部门的协作，持续提升农产品
出口的质量和效率。同时，鼓励企业
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开发新的出口产
品和渠道，推动宾川县外贸出口持续
稳定增长。”

冷链外贸双驱动 开拓国际大市场

宾川县水果出口跑出加速度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无数驻
村干部扎根乡土，用脚步丈量民情，以
汗水浇灌希望。在这场时代大考面
前，三问自省，既是对初心的叩问，也
是对使命的校准。

一问信仰之基是否坚定。从脱贫
攻坚到乡村振兴，无数优秀驻村干部

之所以能扎根乡土、无私奉献，正是因
为心中始终高扬信仰的旗帜。驻村干
部需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从百
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养分，将个人理想
融入国家战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
践中锤炼党性、淬炼忠诚。唯有筑牢
信仰之基，才能在面对矛盾时敢于亮
剑，在遭遇困境时坚守初心。

二问为民情怀是否真挚。驻村工
作不是“镀金履历”，而是“用脚丈量土
地，用心贴近群众”的实践。如若为民

情怀流于口号、浮于表面，再华丽的规
划也难以落地生根。驻村干部要主动
褪去“机关气”、沾染“泥土香”，少坐办
公室、多进农家院，少讲空道理、多问
实际难。只有将群众的急难愁盼视为
自己的责任清单，将“一枝一叶总关
情”的情怀转化为修路架桥、产业帮扶
的具体行动，才能让驻村工作从“任务
清单”升华为“情感纽带”。

三问能力短板是否补足。乡村振
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懂政策、会

协调，又要善创新、能落地。驻村干部
抱着“经验主义”固步自封，或困于“本
领恐慌”畏难不前，便难以应对乡村治
理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从数字化治
理到生态农业转型，从矛盾调解到资
源整合，唯有持续补足能力短板，锻造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真本事，才能
在乡村振兴中找准突破口、打开新局
面。驻村干部要树立“空杯心态”，既
要向文件学政策、向群众学智慧，也要
向实践学方法、向科技要效率。

@驻村干部：驻前“三问”叩初心
□ 自应辉

务工人员在巍山县庙街镇蔬菜育苗基地内培育羽衣甘蓝苗。（摄于5月4日）
近年来，巍山县依托“党支部+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实施蔬菜

育、种、管、收、售全链条管理，不断推出贡菜、羽衣甘蓝、板蓝根青菜等特色无公害农
产品，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通讯员 褚世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