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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明政

本报兰州讯（记者王 钊）10月9日上午10
时，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省政协组织机关全体干部集中收

看直播实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陈青，副主席德哇仓、马文云、王锐、康国玺、尚

勋武、霍卫平一同收看。

在收看了直播实况后，大家认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全面回顾了辛亥革命110

年来中国人民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奋斗历程，

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

合作者、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勇于承担历史责任，

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

造性地实施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极大提

升了国内各政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团结各方

力量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家表示，经过近代以来的长期艰苦奋斗，

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迎

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全体中华

儿女的共同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

驱的伟大精神，使之成为做好人民政协各项工

作的强大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应

有力量。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更广泛地凝

聚社会各界的力量和智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中昂首奋进，努力谱写建设幸福美

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

省政协机关干部集中收看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本规划纲要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是制定实施相关规划方案、政策措施和建

设相关工程项目的重要依据。规划期至 2030
年，中期展望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本世纪中

叶。规划范围为黄河干支流流经的青海、四

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9省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国土面积约 130万平

方公里，2019年年末总人口约1.6亿。

《纲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坚持量水而行、节水优先，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将黄河流

域打造成为大江大河治理的重要标杆，国家生

态安全的重要屏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验

区，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本报兰州讯（记者师向东）根据省委、省

政府关于省级领导包抓省列重大项目有关

精神要求，10 月 9 日，省政协副主席郭天康

带领调研组，在兰州市调研督导甘肃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等

省列重大项目。

郭天康一行先后来到兰州七里河安宁

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榆中生态创新城污

水处理厂新建工程、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等地，传达省

委、省政府关于省列重大项目有关政策和工

作要求，现场查看项目施工进展，与兰州市

有关部门、县区及相关建设单位负责人深入

交流，了解项目征地拆迁、建设进度、资金落

实、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等情况以及项目推

进和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郭天康对三个省列重大项目的建设情

况和兰州市各有关方面推进项目实施所作

的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各项目建设单位、包

抓责任单位及负责人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期建成发挥作

用。要健全完善协调保障机制，确保项目有

人抓、问题有人管、工作有人促，进一步加大

协调工作力度，积极推进甘肃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的征地拆

迁工作，切实解决好重大项目建设中遇到的

困难问题。要落实好项目建设资金，严格规

范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全面掌握建设项目工

程进度和投资完成情况，确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要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管理体系，进一

步规范建设程序，严格工程技术标准，加强

施工组织管理，确保工程质量。要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切实加强现场施工监管，强

化安全保障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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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德哇仓马文云王锐康国玺尚勋武霍卫平收看

礼县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故有“秦人

故里”之称。据考证，早在商周时期，秦人便在

这里垦荒、放马，发展生产。秦文化发祥于礼

县，秦帝国的发展壮大直至统一称霸，礼县也

始终都是其重要的根据地和大本营，而其向世

人揭开她作为秦人发祥地的面纱则可回溯到

上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香港文物市场上惊现6件

精美的青铜器，这些器物上清清楚楚地铸有

“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铸）用簋”的铭

文。上海博物馆原馆长、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

源当机立断，从香港抢救性地购回了这批文

物。后经与公安机关查获的文物比对，这 6件

精美的青铜器均出自礼县大堡子山，而这一切

清楚地表明，大堡子山就是2000多年前秦公的

墓地。一时间，考古界、史学界的目光都聚焦

在了礼县大堡子山，这里出土的秦公葬器直接

证明了，今之礼县便是秦之都邑——西垂。

探源秦文化，绕不开礼县，更绕不开礼县

大堡子山。

古墓悲歌牵动着省政协的心

大堡子山位于礼县永兴乡西汉水北岸，20
世纪90年代初，礼县大堡子山经历了一场令人

触目惊心的盗墓狂潮。据礼县政协原主席王

作斌回忆：当时礼县文化馆的一名普通文物工

作者吕自俭是最早关注这一情况的人，他在

1992年向县政府报告，要求查处并禁止民间盗

墓行为。作为礼县老一辈人中的“土”专家，应

该说吕自俭是发现大堡子山被盗挖春秋早期

文物的第一人。种种迹象表明，大堡子山很有

可能是秦人一处高级别的陵园。吕自俭亲自

深入永兴、永坪等地调查，并撰写了题为《鸾亭

山古迹新谈》的文章，首次提出“西犬丘”和“秦

西垂陵园”的概念，可惜的是他的报告和文章

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1993年 6月，时任《甘肃日报》驻陇南地区

记者祁波写了一篇反映当时礼县大堡子山墓

葬被盗情况的纪实报道——《古墓悲歌》，这篇

文章迅速被全国多家主流媒体转载，并由此引

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1995 年 3 月 25 日，一份“甘政协发 1 号文

件”被呈送到省政府，这份文件是省政协经过

多次深入礼县走访调研，就礼县大堡子山秦公

墓被盗掘情况的专题报告。1996年 4月，省政

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根据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

上委员们的强烈反映和水天长等8名委员向省

政协写的专题报告，对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被

盗掘问题，再一次向有关方面做了调查了解。

1996年 6月 4日，省政协党组又向中共甘肃省

委报送了《关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盗掘情况

和建议的报告》。省政协的建议得到了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随后，省公安、文物等部门

组织人员深入现场，并进行了认真查处，大堡

子山文物盗掘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两度“寻秦”大堡子山

随着公安部门查处了一起又一起大堡子

山遗址的盗墓案件，人们对大堡子山秦公墓加

强监管和加大保护力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1994年3月至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已盗掘的两座大墓和两座车马坑进行了

抢救性发掘，但终因人力、财力和技术所限，这

次发掘并没有深入开展。

直至十年后的2004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

院五家单位成立了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组，并

组建了联合考古队。联合考古队在对礼县西

汉水流域进行文物普查时，于2006年又将重点

再次转移到了大堡子山上，对大堡子山遗址重

新开始了钻探发掘，这是一次高规格的考古发

掘，此次挖掘又发现了城址一座、大型建筑遗

址一处、祭祀遗址一处。这次发掘工作最大的

收获是乐器坑中发现了一套共 14件大型铜钟

镈和两套 10件形制一致而大小各异的成套石

磬以及车马坑、铜虎等。该成果被评为2006年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先秦文化的展示窗口

大堡子山遗址及墓群是研究秦早期历史

的重要遗存，其发现对探索秦人起源至建国及

东进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大堡子

山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对

于研究秦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别

是冶金、铸造工艺及陵寝制度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为系统研究秦文化提供了保证。对大堡子

山遗址及墓群的保护性开发，是近年来礼县一

直持续做的工作。

（转二版）

本报兰州讯（记者唐镜涵）9月 29日下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甘肃

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主要

数据成果，相关单位负责人就本次调查数据的

特点、如何推动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数据成

果共享应用等方面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据悉，经过国家3轮检查、2轮“互联网+”在

线核查、4轮专项督察，省级3轮集中审查、4轮实

地核查，全面查清了我省耕地、园地、林地、草地、

湿地等13个级类，53个二级类的国土利用状况，

并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国土调查基础数据库。为

了确保“三调”数据真实准确，我省严格按照“毫

不动摇、寸步不让、虚报严惩、讲清原因”的要

求，强化事前监督管理、事中督察核查、事后审

查把关三个重要环节，先查清利用现状真实性，

再还原管理数据合理性，实现了全过程质量控

制，确保了“三调”最终成果质量真实准确。

“三调”结果显示，2019 年末全省耕地

7814.21万亩，比国家下达“十三五”末耕地保有

量 7477万亩高出 337.21万亩，耕地数量总体稳

定。全省耕地以旱地为主，但 10年来优质耕地

水浇地面积有所增加。目前全省共有204.24万

亩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432.22 万亩可以

通过工程措施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全省林

地、草地面积较十年前分别增加了2785.33万亩

和 138.59万亩，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全省

建设用地 1471.01万亩，较十年前增加 331.57万

亩，年均增长率2.59%，面积合理增长，保证了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

我省将不断共享应用“三调”成果数据库，

建设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构建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实现全省国土空间统一用途管制

和实施情况的动态监管。

今年以来，嘉峪关市政协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有事好商

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重

要指示精神，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引

领，把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工作作

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

重要载体，着力推动政协协商向基

层延伸在嘉峪关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

发挥政协协商作用

聚焦解决问题矛盾

位于雄关街道铁南社区所辖

白马公寓门前路段是铁路货场、居

民小区、幼儿园交汇处，长期以来

路面未硬化、未安装路灯。车辆驶

过尘土飞扬，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

不便，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社

区工作者和政协委员得知情况后，

立即深入辖区走访居民、实地了

解，通过协商议事会协调住建部门

现场查看，按照“一事一议”“急事

快办”的原则，迅速制定解决方案，

不到三天时间彻底解决了这一“老

大难”问题。

家住铁路小区的张女士说：

“现在路面硬化了，路灯亮了，接送

孩子再也不担惊受怕了”。

“社区通过协商议事会，解决

了咱们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

政协委员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

用。”铁南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武鸿

帅如是说。

据了解，目前嘉峪关市各街

道、郊区、镇全部建立了委员工作

站，社区、村建立了协商议事会和

协商议事室，共开展基层协商 118
次，解决小区绿化、物业管理、消防

安全、道路硬化、路面照明等方面

的问题 120多件，有效发挥了政协

协商向基层延伸在社会治理中的

独特作用。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政协协商走实

一石激起千层浪。嘉峪关市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燕胜三在调研

的基础上提出，集中 2 个月时间，

在全体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中开

展“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动力，以推

进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为载体，紧

盯群众需求办实事”调研督导抓落

实活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精心

选择协商议题，扎实开展协商议事

活动，实实在在帮助解决人民群众

的困难和问题。随后，市政协主席

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分赴各自

包抓的街道、社区，积极为群众解

难事、办实事，同时结合工作推进

情况，分别撰写了有问题、有分析、

有举措、有建议的调研报告，在研

讨交流会上，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完善工作方案、提升工作质效，进

一步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工

作走新走深走实。

此外，市政协还借鉴省内兄弟

市州政协经验和做法，努力形成符

合本地实际的新亮点、新模式。为

了提升经验成果的转化力度，近

日，市政协紧锣密鼓地筹备起全市

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工作观摩暨

经验交流会，届时将组织全市各街

道、郊区、社区工作者和政协委员，

现场观摩交流，全力打造政协协商

向基层延伸的“示范窗口”，并加强

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衔接，努力

形成一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

政协协商成果。

完善体制机制

提升协商质效

嘉峪关市政协在加大力度督

导各委员工作站和协商议事室制

度建设、阵地建设、协商落实、典型

培树等工作基础上，着力激发委员

主体作用，将 177名政协委员按照

界别和专业特长下沉到全市 31个

社区和 17 个行政村，有序参与协

商，形成了程序规范、制度健全、成

效明显的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工

作新格局。 （转二版）

甘肃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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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

解民生之忧 谋民生之利

通讯员 苏天泰

——嘉峪关市政协多措并举推进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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