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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都亚敏整理
县区（园区）一周工作亮点扫描

晒一晒，比一比，看看谁家干得好——

县区（园区） 工作亮点
岐山县 ●近日，岐山县举办 2024 农产品展销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宣传活动。

扶风县

● 11 月 27 日，扶风县举办“品味扶风 香飘万家”臊子肉文化推广暨就业帮扶

活动。近年来，该县先后举办了扶风“一口香”臊子面大赛、臊子面制作能手“十强争霸

赛”等活动，累计培训从业人员 1.2 万余人，带动就业 2.3 万人。

眉县
●近日，眉县相关部门赴延安考察交流，围绕冷链储藏、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

数字供销平台建设等洽谈合作事宜。

千阳县

●近日，参加第六届亚澳奶山羊会议的中外专家代表来千阳县开展考察交流。千

阳县种羊场与印度尼西亚新都农业国际公司签订了纯种莎能奶山羊推广协议、奶山羊

冷冻精液购销意向协议。

陇县
●近日，陇县与宝鸡文理学院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召开科技型企业校企合作交流座谈

会，双方围绕课题研究、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进行深入交流探讨，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凤县

●近日，凤县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竣工。该项目投资 4080 万元，对嘉陵江沿岸 8

公里河道水环境实施全面综合治理，以更好地保护嘉陵江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稳定。

●日前，凤县区域气象站升级改造项目建成投用。该项目结合气象站布局与灾害

特点，进一步加密凤县气象观测网络，提升预报预警精度。

太白县
● 11 月 29 日，位于太白县境内的眉太高速公路衙岭隧道双线贯通，为全线如期

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据悉，该隧道是陕西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

渭滨区

●位于渭滨区姜谭工业园的西部智造创新园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计划新建 8 栋

多层标准化电子厂房、1 栋 22 层生产研发大楼。项目采取“招商+ 建设”同步走模式，

目前 8 栋电子厂房主体已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及工程安装，其中 6 栋厂房已

提前锁定招商项目。

陈仓区

● 11 月 28 日，陈仓区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该平台向农民工提供政策

咨询、招聘信息、职业指导等综合服务。

●近日，陈仓区开展执行拖欠劳动者报酬集中发放仪式，为 31 名劳动者发放拖欠

工资 33 万多元。

县区（园区） 工作亮点

麟游县

●今年，麟游县全力做好创业贷款发放和促进青年创业工作，截至目前，共发放担

保贷款 13 笔 2410 万元，稳步推进创业工作取得实效。

●近日，麟游县举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宣传暨商品展销推广活动。

金台区

●近日，金台区长乐塬管委会报送的《宝鸡申新纱厂：探索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新

模式》，被确定为全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

●近日，位于金台区的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杂八得食品有限公司的

商标荣获“陕西好商标”称号。

●金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共开展政务服务进园区集中活动 13 次，

办理证照 68 个，现场解答咨询 530 余次，发放宣传彩页 1200 余份。

凤翔区

●凤翔区智能化酒盒包装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总投资2400万元，计划新建生产车间

4000平方米；升级改造智能化酒盒生产线、自动检测平台系统等主要设备60台（套），并

配套建设相关附属设施。目前，生产车间厂房已建成，正在筹备包装线设备的采购工作。

宝鸡

高新区

●近日，在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产业园内，我市首个光伏建筑一

体化项目——5.9 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所发的清洁电力 98%

可用于园区内生产用电，全年发电量可满足企业年生产用电需求的 60%。

● 1—10 月，宝鸡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车辆总产量 164678 辆，同比增长

55.41% ；总产值 155.11 亿元，同比增长 40.58%。

蔡家坡

经开区

●日前，陕汽商用车公司生产的智云新能源轻卡销量再创新高，1—10 月累计销

量位列行业第 5名，同比增长 892.9%，累计销量突破 5000 辆。

蟠龙

高新区

● 11 月 27 日，蟠龙高新区组织开展“科技金融月见”活动，邀请 10 家科技型企业

与 3 家金融机构座谈交流，相关专家围绕“企业如何登高、升规、晋位、上市”进行宣讲

培训，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宝鸡

港务区

● 11 月 28 日，浙江省陕西商会考察团来宝鸡港务区考察调研，参观了阳平铁路

物流基地和国家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双方围绕“一带一路”进出口

贸易、欧洲及中亚大宗商品贸易等进行深入交流，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新华社北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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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版的第 23 期

《求是》杂志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必须坚持守正创

新》。这是习近平总

书记 2013 年 1 月至

2024 年 8 月期间有

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我

们从事的是前无

古人的伟大事业，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

向、不犯颠覆性错

误，创新才能把握

时 代、引 领 时 代。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

待科学、以真理的

精神追求真理，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不动摇，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不动

摇，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动摇，

紧跟时代步伐，顺

应实践发展，以满

腔热忱对待一切新

生事物，不断拓展

认识的广度和深

度，敢于说前人没

有说过的新话，敢

于干前人没有干过

的事情，以新的理

论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

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

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个根脉。要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

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文章指出，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

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

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

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

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下转第三版）

努力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创新局面

新华社记者

“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

创新”“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

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

根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工作会议 11 月 29 日在京召

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明确了坚持守正创新推进党的

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

求，为新时代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

要遵循。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

持续做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

化、转化工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更加深入人心，努力为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

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

党的灵魂和旗帜。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

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

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

将‘马工程’定性为‘党的思想理论

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彰显

出对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工程

咨询委员会委员颜晓峰表示，深入

推进“马工程”，是我们党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

要举措，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正确方向、确保党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具有重要意义。

20 年来，工程建立健全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工作机制、

巩固党的理论阵地、团结广大理论

工作者，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

成果。

数据显示，工程启动以来，全

国马院从不足 10 家发展到如今超

过 2000 家，700 多项重点课题有

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数以万

计的专家学者投身其中。

“在重要指示中，总书记充分

肯定‘马工程’取得的丰硕理论成

果，增强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更高水平推进思想理论建设的

信心决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现场参会

的工程首席专家秦宣深受鼓舞。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我

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持守正

创新，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

秦宣说。         （下转第三版）

新发现祭祀坑106座
出土大量牺牲和祭祀器物

宝鸡下站遗址考古新成果引发关注

本报讯 （记者 胡宝林）日前，记

者在位于宝鸡高新区磻溪镇下站村

的下站遗址考古现场了解到，2020

年至 2024 年，通过 4次主动性考古

发掘，宝鸡下站遗址新发现祭祀坑

106座，出土大量牺牲和祭祀器物。

该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

秦汉时期性质最为明

确、延续时间最长、

保存最为完整的

国家祭天遗存。

寒 风 中，

考古队员小心

翼翼地掘土，

身后几道数十

米长的直线坑

内，不时可见马

骨、牛骨等；发掘出

的玉人、玉琮、玉璜、金

饰、玉及铜车马饰件、青铜残件等

祭祀遗物精致小巧，大多色泽鲜亮。

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

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

鸡市考古研究所、陈仓区博物馆等联

合考古队对下站遗址进行了4次主

动性考古发掘。下站遗址考古项目负

责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副院长

游富祥介绍，这4次主动性考古发掘

共揭露面积3200平方米，发掘了从春

秋中晚期至汉代的各类型祭祀坑106

座，出土大量的马、牛、羊动物牺牲和

金、玉、铜等祭祀器物。2024年发掘

两类长条形祭祀坑，较窄的一类坑内

埋藏牛和少量的羊，摆放整齐有序；

较宽的一类坑内埋藏马，马无固定头

向及姿势，坑内局部有埋藏上下两层

马的现象，此类祭祀坑为首次发现。

这 4 次考古发掘，确定了下站

遗址是秦宣公所立密畤，祭祀青帝。

密畤从公元前 672 年建立到西汉末

年被废，延续使用长达 600 余年。下

站遗址性质明确、设施完整、布局清

楚、内涵丰富，为探讨中国古代天坛

祭天以前祭天礼制的发展演变提供

了翔实完备的实物材料。通过目前

已经发现的不同时代的各类祭祀遗

存，初步建立起了春秋中晚期至汉

代祭祀器用演变的序列标尺。

据了解，下站遗址的考古发掘

还在继续。

图说 ：
①下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②近年来，下站遗址考古发现

的文物。 

陕西博物馆数量达360家
新华社西安 11 月 30 日电 记者从

陕西省文物局了解到，自 2013 年底至

今，陕西省博物馆数量由 221 家增长到

360 家，年均参观人数从 3300 余万人次

增长到 7200 余万人次。与此同时，博物

馆藏品种类不断丰富，服务效能显著提

升，国际交流合作持续加强。

陕西不断提升博物馆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能力。五年来，先后新建和改造

200 多个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文物库房、

导览系统、服务设施等。

以科技保护为支撑，陕西不断加强

博物馆藏品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上线陕西省可移动文物管

理平台，持续推进全省珍贵可移动文物

数字化保护工作，建立市级可移动文物

资源数据中心，实现馆藏文物动态化管

理、科学化鉴定、数字化应用。五年来，共

修复文物 2.8 万件（组），鉴定文物 10.06

万件（组）。

陕西还通过实施“云展览”“互联网

+ 文物教育”等 30 多个项目，逐步实现

文物数字资源共享，不断推进博物馆网

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此外，陕西搭建多元交流互动平

台，推进与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境外

科研院所在文物保护、展览展示、教育

宣传、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签

署合作协议、意向书、备忘录等 80 余

项。同时，陕西实施文物外展精品工

程，先后在 52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展览

近 500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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