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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纪守规

总书记告诫党员干部勿碰这根“高压线”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

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

组织体系去实现。

2018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

次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总书记

围绕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目标任务、

根本原则、实践要求、工作重点等进行

了全面系统阐述，为新时代党的组织

建设提供了“纲”和“本”。

由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成

长为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组织

严密、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传统和独特优势，也是我们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切实

执行组织纪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

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

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他强调，全党同

志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

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

方圆。

党的领导要靠组织。组织纪律是

党的各项纪律得以执行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一个松松垮

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

不成事的。”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

党，拥有 9800 多万名党员、500 多万

个基层党组织。总书记曾深刻指出：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

难处。”一些地方组织纪律松弛、组织

涣散，一些党员不在组织、不起作用，

一些党的组织层级多、管理链条长

……这些都为加强管理增加了难度。

破解“大的难处”，必须重视发挥好

党的组织纪律的优势，形成对违反党的

组织纪律行为“零容忍”的高压态势，让

党的组织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组织纪律是个系统工程。严明党

的组织纪律，增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

无论集体还是个体，无论上级还是下

级，无论思想还是行为，都要纳入组织

原则和纪律规范之中，不能存在组织

管不到的特殊党员和特殊领地。

“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

内容”“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

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

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

如臂使指’”……总书记这些重要论

述，深刻揭示了个人与组织的内在关

系，为党员干部强化组织观念、严守组

织纪律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员队伍的党性意识强、组织观

念强、组织纪律强，党的事业就生机盎

然、蓬勃发展。作为规范党的组织和党

员行为的基础性法规，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 3 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叶条例曳）。
2015 年 1 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

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

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

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

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

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同年 10

月，新修订《条例》正式印发，增写对搞

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处分规定，

新增对在特殊时期或者紧急状况下，

拒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等行为的处分条

款，直面问题。

强烈的组织观念是党员干部走稳

走好从政之路的重要法宝。分析诸多

被查处的违法乱纪案件，有的人组织

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散漫，在干部选拔

任用中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

愿、说情干预……究其根源就在于没

有厘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2018 年，

《条例》对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的违

纪行为进行细化和进一步修订。

2024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条例》

施行，为党组织和党员划出了组织纪

律 7 个方面 37 条“高压线”。修订的

内容涵盖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

“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要

求，落实党章关于“充分发挥人才作为

第一资源的作用”的要求，引导党员干

部摒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增强组织

观念，推动党员强化组织意识，不忘自

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等多个方面。

2024 年 1 月 8 日，在二十届中央

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

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九个以”

的实践要求，其中就包括“以锻造坚强

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

严明组织纪律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

重要保障。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

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

广大党员干部唯有严守组织纪律，确

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

向前，才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才能担负起新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

的历史使命。

渊据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冤

赓续中华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共祭，弘扬伏羲文化，赓续中华

文脉；同根同祖，传承始祖文化，坚定文

化自信。

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

发祥地，自古以来就有祭祀伏羲的传统。

6 月 21 日上午，2024（甲辰）年公祭中华

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隆重举

行，我国台湾地区共祭活动在新北市同

日同时举行。伏羲一画开天，肇启鸿蒙。

作为一种“寻根文化”，伏羲文化在增强

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非常积

极的作用。公祭人文始祖伏羲，成了传承

伏羲文化最直观最有效的方式。

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

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创造精神、奉献精神

以及和合精神。这场一年一度的文化盛

事，作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为中华民族传承文明、凝聚共识发挥着

重要作用。

今年的公祭伏羲大典以“以赓续中

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以“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为主题，分全体肃立起乐、击鼓鸣

钟、恭读祭文、鞠躬敬祭、乐舞告祭、敬

献花篮、和谒庙拜祖等 6 项议程。

每年公祭伏羲大典，都会有来自海内

外的嘉宾及天水市各界群众代表约 10 万

人参加公祭活动。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为

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

甘肃省独具特色的重要文化品牌，也是宣

传天水、推介甘肃的一张重要名片。

在伏羲庙的庭院里，有 64 棵明代栽

培的古树，象征着 64 卦，现在只剩下 30

多株。这些古树名木被称为“绿色活化

石”，虽历经千年，但生命力依然旺盛。

千年古树，见证着伏羲庙的久远，

也诉说着天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8000

年的变迁。甘肃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和

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伏羲氏在中华民族

的文明进程中所创造与形成的伏羲文

化，具有奠基和启蒙之功，其生产和生

活活动充满了创造、奉献与和合精神。

伏羲氏的发明创造改变了中华先民们

的生产生活，加快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步

伐。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伏羲

氏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地发明创造，代

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正是

这种奋发向上、勇于革新的创造力，构

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受到了子秋万代

的敬仰和崇拜。

伏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灵。发

挥伏羲文化的基础作用，提升伏羲文化

的文化共性，对凝聚民族精神、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具有伟大的时代价值和深刻的

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一端映照着历史，一端关

联着当下和未来。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矗立

在大地上的遗址、记录在古籍上的文字

……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活起

来”，才能“火起来”，才能在新时代绽放

出新的光彩。让伏羲文化“活起来”，让传

统文化“火起来”，这是天水博物馆一直

在做的事情。

着眼于文化 IP 的开发与创新的文

创产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

到这场文化消费的新潮流。今年 3 月初，

天水刮起了一股最炫麻辣烫风，成为继

淄博烧烤、“尔滨”冰雪后，中国消费市场

的又一段“消费传奇”。天小仙文创借助

天水麻辣烫融入“新流量经济”大潮，成

了一种消费时尚。

一年一度的公祭伏羲大典不仅是全

省的一项重要文化盛事，也是宣传展示

天水深厚历史文化、优美自然风光、喜人

发展成就的重要平台。寻根祭祖、“寻味”

天水麻辣烫，两项文化品牌标识，也让天

水的旅游持续火爆。

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扬。天水

以举行公祭伏羲大典为契机，打造了集

旅游研学、休闲度假、文化艺术、餐饮美

食等为一体的天水古城旅游休闲街区，

让游客在古城游玩时可以感受天水浓厚

的文化氛围。

一座城市，有历史才有底蕴，有文化

才有内涵。伏羲文化在天水人自发自觉

的研究和挖掘中，在中华儿女一年一度

的寻根共祭中传承至今，不断壮大。伏羲

及其部族所开创的人文精神，塑造了中

华民族，并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与中

华文化绵延壮大，历经磨难与考验而不

断复兴并充满生命活力的基因密码和力

量之源。新时代新征程，伏羲文化将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和开创美好未来的征程中焕发

出更为绚烂的光彩。

公祭伏羲，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

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今天，在缅怀先祖，

寻根溯源之际，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文

化认同感再一次得到升华。中华儿女同

根同祖，共圆共享中国梦。

渊据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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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把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采

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消费，

今年 1-5 月份，全省消费市场保持回

升向好态势。

近日，2024 年甘肃省“商务 + 乡

村振兴”促消费暨“百强主播·打 call

甘味”活动在天水市启动。活动以“点

燃乡村新助力”为主题，开展了农产

品展示展销、产销对接以及百名优秀

主播现场带货等一系列促销费活动。

今年 3 月以来，“天水麻辣烫”火

爆出圈，带动全省文旅市场持续火

热。1-5 月，全省接待游客 1.48 亿人

次，初步测算游客旅游花费 996 亿

元，同比增长 27.8%和 38.3%。为了

切实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

量”，全省商务部门围绕“食住行游

购娱”提供多元化消费场景，做到服

务暖心，消费舒心，吸引更多的民众

参与。瓜州县开展了家具、家电“以

旧换新”和“节能家电放心购”等系

列促销活动。

去旧更容易、换新更愿意。甘肃

省商务厅牵头，制定了推动消费品以

旧换新专项行动方案，围绕汽车、家

电、家装厨卫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全省

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先后举办了

2024 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促

进活动、“第六届双品网购节”和“家装

消费季”系列等活动。

1-5 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920.6 亿元，同比增长 3.4%。基本

生活类商品销售增势良好，新能源汽

车零售额增长 37.4%。1-5 月，全省限

额以上批零住餐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7.1%。

下一步，全省商务部门还将按照

“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总体要

求，举办“商务 + 文旅”“商务 + 体育”

“商务 + 节会”“商务 + 乡村振兴”等主

题促销活动。聚焦汽车、家电、家居、餐

饮、陇酒以及特色农产品等重点品类，

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渊据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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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学习教育

甘肃:

多措并举促消费 更好激发市场活力

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

文创产品

“甘肃的温差很大，中午穿短袖吃冰

西瓜，下雨的晚上就有秋冬的感觉，要穿

上大衣才暖和，还蛮新鲜的。”6 月 23

日，“说如意甘肃———海峡两岸媒体人走

进白牦牛故乡”主题活动在甘肃进行中，

台湾青年自媒体人阿雅接受记者采访

时，这样描述她对甘肃的感受。

“白天看到白牦牛在草原吃草，远

处就是雪山，美得像一幅画。我站在草

原上，随手拍拍都是写真册。”阿雅说，

白牦牛是武威市天祝县珍贵的资源，

为牧民带来经济效益，所以能感受到

他们用心照顾牦牛。尤其参观完白牦

牛数据中心，才知道“中国白牦牛之

乡”实至名归，许多人在这条产业链辛

勤付出。

6 月 19 日至 23 日，两岸媒体人走

进甘肃省博物馆、牛肉面博物馆等历史

展馆，以及兰州黄河楼、武威汉唐天马

城、文庙、雷台汉墓等地标性景点，探访

“中国白牦牛之乡”———天祝县，参观白

牦牛养殖场、数字化管理中心及高原夏

菜种植基地，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独特魅

力的同时，见证数字技术与农业种养相

结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

连日来，“台胞姐妹花在武威拍照”

“台青打卡‘如意甘肃’”“两岸青年为甘

肃之行签‘出行承诺书’”等话题热度持

续蹿升，甘肃的人文自然与山川河流通

过台湾青年的镜头，再次以另一种美感

出现在大众眼前。

在武威汉唐天马城体验馆内，两岸

媒体人沉浸式体验古人的生活日常；借

助现代技术，搭乘战马征战沙场，与古

人零距离互动；跟随导览人员，学习汉

唐礼仪，体验中国古代礼仪文化……这

让阿雅“玩嗨了”。“太刺激、太激动

了！”她说，体验“征战”的互动场景让

她身临其境，最后随“战士们”胜利归

来，内心充满感动。

这几天，阿雅在社交账号发出 130

多张照片和视频，分享了甘肃之旅沿途

的风景美食、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她推

介说，甘肃有像瑞士一样的风景，希望台

湾的朋友多来看看。

此次活动由甘肃省委统战部、甘

肃省台办共同主办，旨在通过两岸媒

体人的深入报道，让台湾青年更加直

观感知甘肃的历史文化魅力、现代发

展成就。

(据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

台湾青年访甘肃：
一天体验四季，随手拍都是写真

风吹麦浪，颗粒归仓。甘肃省“三夏”

小麦机收作业正在从南到北、从东至西逐

步展开。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

时，及早部署，全力以赴做好“三夏”农机

跨区作业组织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

夏粮丰产在田、丰收到手、颗粒归仓。

从 5 月底开始，甘肃省夏粮陆续进

入成熟期，各地相继开镰收获，开启了忙

碌而喜悦的夏收。

在康县迷坝乡，5 台小麦联合收割

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高效的农业机械

化，让收割、脱粒、麦秆还田等工序一气

呵成。腰镡村村民镡金富曾经是一名靠

一把锄头、一把镰刀收麦子的“老把式”，

如今，在现代化耕作方式推广下，镡金富

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针对小麦产区丘陵山地特点，陇南

市各县区因地制宜调配适合山地作业的

中小型收割机及时进场，充分发挥农业

机械化保障作用，帮助群众抢时间、抓进

度，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向科技要效益，从播种、施肥、喷药

到收割，全省农业生产实现全流程机械

化，种地更精细更规范，这不仅促进了小

麦品质的提升，农民也得到了实惠。陇南

市 122.29 万亩冬小麦收割中，小麦机收

损失率控制在 1%以下。夏收期间，全市

投入联合收割机 3200 台，“三夏”生产

投入各类农机具 30000 台。

夏粮是全年粮食收获的第一季，而

农机无疑是“三夏”小麦收获的主力。在

泾川县罗汉洞乡南河村小麦收割现场，

群众抢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机

械加紧抢收，确保夏粮丰收、颗粒归仓。

为了让自家的小麦尽早颗粒归仓，大

部分村民都选择了联合收割机进行收割。

进入 6 月中下旬，全省陇东片区小

麦已进入大规模收割期。在庆阳市西峰

区显胜乡毛寺村的农田里，金色麦穗随

风摇曳，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将一

簇簇麦穗吞进“肚”里，将丰收在田直接

转化为丰收到手。

今年，西峰区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鼓励群众种植粮食作物，推

进科技助农服务，加强小麦田间管理，为

小麦丰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为确保夏

收工作顺利开展，当地农业部门积极组

织调配农机具，在全区设立 8 个跨区机

收接待服务站，开通作业农机加油“绿色

通道”，全力保障夏收。

为打造高质量的“陇上粮仓”，全省各

相关部门从政策、科技、资金等多个环节，

层层推进，小麦生产呈现出新趋势，农业

机械在粮食生产中发挥作用更加明显。

在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王坡村的麦

田里，工作人员正在为当地合作社连片

种植的冬小麦免费开展飞防喷施作业。

一台满载农药的植保无人机在飞防手的

操控下腾空而起，沿麦田低空飞行，仅用

十几分钟的时间，一块麦田就喷洒完毕。

为了确保夏粮生产，全省各地根据

实际情况对种粮农民发放化肥补助、农

药补助，还有免费实施的“一喷三防”。

“一喷三防”就是在小麦灌浆期喷施叶面

肥、生长调节剂和杀虫杀菌剂，起到防干

热风、防早衰、防病虫的效果。

为切实做好今年小麦“一喷三防”工

作，瓜州县提前采购防控物资，按时间节

点确定实施进度。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引

导农户加强麦田管理，提高小麦产量和

品质。

饭碗不仅要端得稳，碗中的饭还要

吃着香。提高粮食品质是近年来全省粮

食生产的发展趋势。在保稳产丰收的同

时，全省各地还在着力优化种植结构。在

临泽县蓼泉镇上庄村，当地加大自动化

设备应用，并推广科技套种模式，促进小

麦稳产增效。

在临泽县农技中心的指导下，上庄

村率先在村集体土地上开展小麦套种大

豆种植，跟传统种植模式相比，小麦套种

大豆既能提高土壤肥力水平，还能有效

利用土地空间，提高复合系统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实现小麦不减产、多收一季

豆的目标，让农户“一地双收”，使粮食产

量和种植户收益得到保障。为确保粮食

稳产增收，蓼泉镇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指导农户加强

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全力保障夏粮

丰产丰收。

今年，蓼泉镇落实小麦面积 2800

余亩，制种玉米 2.4 万亩，大豆 210 亩，豌

豆 60 亩。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稳固“陇上

粮仓”，离不开强大科技的加持。科技已

成为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

力。据了解，今年全省冬小麦种植面积

1100 万亩，计划组织 1.4 万台小麦联合收

割机投入机收作业，预计完成冬小麦机

收面积 1010 万亩以上，机械化收获率达

到 91.8%以上。

夏粮生产是全省全年粮食生产的第

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近三成。力

保夏粮颗粒归仓，夏种结构优化，夏管科

学到位，是全省“三夏”生产的首要任务。

全省各地积极行动，确保夏粮丰收到手，

种足管好秋粮生产，为夺取全年粮食稳

产增产赢得主动，让“陇上粮仓”更加殷

实，农业基本盘更加稳固。

渊据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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