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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敦煌，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鉴

过去，也照耀未来。

　　80年前，1944年1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

所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国立敦煌艺

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

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新

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力支

持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表示了对这

座底蕴深厚的丝路古郡的向往。2019年8月，

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调研，深情地表示，此

行实现了一个夙愿。

　　从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到打

造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从莫高精神的代代传

承，到敦煌文化的发扬光大……殷殷牵挂、谆

谆嘱托，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古老文脉的深

厚情结，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深邃思考。

“敦煌我一直是向往的”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丝路重镇敦煌，

多元文明在此交汇，孕育莫高窟的华光璀璨。

　　2019年初秋，在甘肃考察调研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这里。

　　走进莫高窟第323窟，习近平总书记望

向北壁上的一幅壁画。

　　“这是张骞。”总书记说，随即又问，“这

是什么时代画的？”

　　“初唐时期。”负责讲解的敦煌研究院文

化弘扬部副部长宋淑霞向总书记介绍。

　　虽然是第一次走进莫高窟，但是总书记

对文物的熟悉程度令工作人员惊讶和感动。

　　这种熟悉，缘自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长

久以来的一份情结。

　　1986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

习近平同志到甘肃调研交流，因时间紧、路

途远而没能到敦煌。直到30多年后说起这段

往事，总书记还提到了当时的那份遗憾。

　　后来，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同

志到浙江大学调研，参观“浙大文库”时，对著

名敦煌学家姜亮夫的学术成就如数家珍。

　　到中央工作后，2009年，习近平同志到兰

州大学调研，叮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

郑炳林“将敦煌学做强做大，为国争光”……

　　“心向往之”的背后，是至为深邃的

思考。

　　翻开史册，河西走廊风云际会，敦煌盛

时气象万千。

　　巍巍大汉，从此处望向长安，数千里路

途中80余处驿站，沿途“使者相望于道”，敦

煌更是“华戎所交一都会”。

　　隋唐盛世，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路

“总凑敦煌”，敦煌成为丝路“咽喉之地”，驼

铃声声、商贾云集。

　　穿越千百年的时光，古老的丝路重焕

荣光。

　　2013年9月，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

学。人们不仅记住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更记住了这位大国领袖充

满感情的话语———

　　“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

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

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

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敦煌，在总书记心目中有着不同寻常的

地位。

　　向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

会致贺信，习近平总书记盛赞“敦煌是历史

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在首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总书

记谈及古丝绸之路，将敦煌等古城称为“记

载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结出果实，逐步

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时，

这位“首倡者”来到了敦煌。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讲明来意：“当前来

讲，又是我们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我们

还是再回到老的丝绸之路看一看，可以找到

很多灵感。”

　　从厚重历史中汲取智慧，从悠远文明中

获得力量。

　　在敦煌研究院参观学术成果展示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幅青绿山水画前驻足

良久。

　　画中，危崖耸立，瀑布倾泻，河流蜿蜒，

蔓草垂悬。旅人行走于山水间，路旁桃李花

开，春光明媚。

　　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告诉总书

记，这幅壁画临摹品取材于莫高窟第217窟，

讲述印度高僧佛陀波利两次来五台山礼佛

的故事。这幅青绿山水画，体现着中国传统

的审美精神。

　　今天，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画作绝大多

数已经失传。这种色彩明快的唐代青绿山水

画，是莫高窟为后世留存的一段珍贵文化

记忆。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

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

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在2023

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道出了他珍视文脉的原因所在。

　　来到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强调“我们要

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

在四川眉山三苏祠，感叹“一个三苏祠可以

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走进河南

安阳殷墟遗址，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

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

还会伟大下去的”……

　　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

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

　　敦煌情，是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情怀的生

动写照，更是面向未来的深谋远虑———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

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保护好是第一位的”

　　2019年9月29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敦

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

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的敦煌情

  春节将至，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组织民警走进市场，面对面向群众宣传禁毒禁赌、防火防盗、预防网络诈骗等安全

知识，切实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图为民警向前来购置年货的群众讲解安全防范知识。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王力 摄    

□ 本报记者 黄辉

　　平安，民之所盼、发展之基。

　　2023年，江西政法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聚焦全省政法工作在“八个方

面勇争一流”的总体安排，扎实工作、攻坚克

难，推动全省社会大局持续保持稳定。

　　翻开江西平安建设成绩单，一组组鲜活

的数字让人眼前一亮：扫黑除恶追捕“漏网之

鱼”目标逃犯人数位居全国前列；打击治理电

诈犯罪保持发案数、损失数“双下降”；道路交

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实现“双下降”；保

持“四个未发生”良好态势，公众安全感和群

众对政法机关满意度分别达98.71%、97.15%；

连续17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综治工作）考评

优秀省。

铸魂强基

托起平安底盘

　　初心如磐铸忠诚，笃行不怠护平安。

　　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调查研究深入细致、

推动发展争创一流、检视整改从严从实……

江西政法机关积极践行“走在前、勇争先、善

作为”目标要求，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

风、以学促干，打好“组合拳”，练就“真功夫”。

　　“要努力读出‘真理的味道’，悟透‘活

的灵魂’，学到‘看家本领’，真正做到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2023年5月举行

的江西省委政法委机关主题教育专题读书

班开班式上， 下转第七版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政法工作会议1月26日在乌鲁木齐市召开。

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奋力

推进新疆政法工作现代化，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

吐尼亚孜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

政委李邑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

作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自治

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明山就全区政法

工作作具体安排。

　　马兴瑞强调，要坚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

把握新疆政法工作的时代方位和形势任务，

进一步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

筹结合，不断提升新疆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

要全面深化法治新疆建设，加快重点领域、新

兴领域地方立法，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

格公正司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全面深化政

法改革，确保新疆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前

进。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决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全力护航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水平法治化营商环

境，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提

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艾尔肯·吐尼亚孜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始

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提高维稳能力水

平，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深入推

进依法治疆，找准服务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结

合点发力点，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王明山指出，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

对领导，准确把握新疆维护稳定形势的新变

化新特点，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

大局持续稳定。全面推进法治新疆建设，全力

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法工作会议要求

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刘欢

　　“啪！”两名男子拍桌而起，准备抄椅

子，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1月27日下午，农历腊月十七，《法治日

报》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汉东湖

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茅店派出所张文昌警

务室撞见剑拔弩张的一幕。

　　这是因生活噪声引发的邻里纠纷，物

业工作人员多方调解无果，眼见事情愈演

愈烈，遂向茅店派出所民警张文昌求助。

　　张文昌及时制止双方行为，安抚情绪，

摸清“病灶”，并以自家为例进行劝说。最

终，楼上住户同意管好自家小孩，并铺装隔

音垫。

　　2023年1月1日起，武汉东湖高新公安分

局12个派出所实行以“主防”为核心的“两

队一室”警务运行机制改革。张文昌主动辞

去茅店派出所副所长职务，回到心心念念

的社区。

　　张文昌所管辖的当代社区是一个有2.2

万人的大型开放性社区，出租屋流动人口

多，治安复杂。

　　“以往主要是治安警情，现在则是邻里

纠纷、物业纠纷比较多。”借助社区的党组

织体系，张文昌警务室组建了196名以党员

为主体的“红色警务团队”，有效解决广场

舞扰民、不文明养犬等一批困扰居民的

问题。

　　张文昌警务室还成立“庭所联动解纷

工作站”， 下转第三版

□ 林楠特

　　近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召

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在扎实推进法规建

设方面，要求尚未出台

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

章的省、市，要继续加

大立法工作力度。

　　推行垃圾分类是

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提

升城市生态品质的重

要工作，也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涉及政

府、企业、社区、居民等

多方主体，包括投放、

收集、运输、处理等多

个环节。如何引导公众

参与垃圾精准分类？如

何确保各主体协调配

合形成最大合力？在垃

圾分类处理过程中如

何避免源头分类不实、

中端运输混运、后端处

理混合等问题？都需要

有明确的规范，以厘清

各方主体责任义务，形

成科学、专业、协调的

垃圾分类处理机制。

　　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法治的规

范、引领、保障作用至关重要。目前，我国

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对垃圾分类处理都有不同程

度的规定。同时，不少地方结合自身实际

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为当地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从一

些地方的实践看，立法有效推动了垃圾

分类工作。如上海、深圳等地，自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实施后，可回收垃圾、有害垃

圾、厨余垃圾回收量显著提升。可以说，

在国家和地方的立法指引下，越来越多

的市民把垃圾分类的“要我分”法定义务

变为“我要分”的生活习惯。此次有关部

门强调各地要扎实推进法规建设，特别

是对还没进行相关立法的地区提出加强

立法工作的要求，就是要进一步强化立

法的引领作用，以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

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

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是关乎生

态文明建设全局的大事。各地要因地制

宜，加强立法，不断健全法律法规，积极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为国

家层面进行专门立法积累成熟经验，让

更多人行动起来，推动形成垃圾分类新

时尚。

立
法
引
领
垃
圾
分
类
新
时
尚

法治时评

小小警务室画出平安最大“同心圆”
走进武汉东湖高新张文昌警务室

温州检察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合规整改让企业有了二次生命”
详细报道见三版

平安主旋律回响赣鄱大地
江西连续17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综治工作）考评优秀省

□ 本报记者 马超

□ 《法制与新闻》见习记者 王泽宇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山西全省

政法机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从严从

实从细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打赢一系

列大仗硬仗，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有力服

务了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守底线、提质效、创品牌、

作表率，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奋力谱写政法工作现代化支撑

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连

生坚定表示。

学思想强党性突破难点问题

　　主题教育部署开展后，山西省委政法委坚持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把主题教育的成果运用到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

个维护”、锻造政法铁军、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解决突出问题、

狠抓任务落实等方面。

　　针对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对4个省政法单位、11

个市和124个基层政法单位开展政法工作条例贯彻落实情况实

地督查，深入开展政治督察，推动整改了制度机制不够完善等突

出问题。

　　针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问题，启动实施全省政法机关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2023年专项行动，部署开展依法严惩涉企涉

营商环境犯罪等12项具体任务，完善政法公共产品供给，让良好

法治环境成为山西“金字招牌”。

　　与此同时，山西省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着力

解决一个政法单位办不了、办不好的难点问题，推动警务辅助

人员条例修订、高速公路警务机制改革等难点问题取得突破，

在户籍、交管、诉讼、法律服务等方面集中出台一批便民利民

新举措。

　　此外，山西省委政法委还制定出台加强全省政法系统党

的建设的指导意见，从党委政法委系统、同级政法机关、下级

党委政府和同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面四个方面系统布

局，健全纵横贯通发力的制度机制，鲜明提出政治、业务、执行

能力、党风廉政、队伍和领导班子等“六项建设”要求，确保党

委政法委自身建设走在前、作表率，不断提升党委政法委工作

效能。

诉前调解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

　　2023年3月，山西省委政法委在全省部署开展“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 助力转型发展”专项行动，着力防范化解涉疫、教育、

物业、文化旅游、劳动关系、道路交通事故、婚恋家庭、邻里关系等八类涉及民生领域矛盾

纠纷。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排查化解涉疫、教育等8个领域矛盾纠纷20 . 8万件，化解率达

96.34%。全省法院诉前调解案件27.14万件，调解成功17.39万件，诉前调解数量、质量实现双

提升。

　　建立省、市、县、乡四级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依托山西多元解纷平

台，集成9部门线上调解资源和数据信息，与12家单位建立劳动、知识产权、金融纠纷等“总对

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构建“一体通调”的互联网调解综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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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工作会议要求

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
　　本报讯 记者史万森 见习记者郭君怡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工作会议暨筑牢祖国

北疆安全稳定屏障2023百日攻坚总结会议近

日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要求，

新的一年，政法战线要全面贯彻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统

筹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

工作，着力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推进信访

代办，持续加强政治机关建设和政法队伍

建设。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伟

东指出，全区政法系统要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围绕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严格落实维稳责任，

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

化，深入落实信访代办制，加强法治建设、

规范法治实施、深化政法改革，锻造过硬政

法队伍，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中

再创佳绩。

　　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郑光照主

持会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君出席。会

议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2023百日

攻坚行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扬

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