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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CHENG RIBAO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
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

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70多年来，各族
群众一心向党、团结奋斗，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书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生动篇章。

（下转第8版）

习近平回信勉励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

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
让 民 族 团 结 的 佳 话 代 代 相 传

■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孔垂亮

“1981年，我市水利部门启动解决
农村人畜饮水困难问题。1983年，临清
市唐元供水中心成为全省第一处集中
连片供水工程，受益人口1万人；1999
年底，全市共建乡镇供水工程57处、人
畜饮水工程349处，3294个行政村的33
万人用上自来水，解决了349个行政村
32.84万人的饮水困难。”9月24日，谈起
40年前的农村饮水，时任市水利局农水
站站长的郭延杰感慨地说。

聊城属于平原地区，夏秋旱季经
常出现井内无水和水压井出水不足的
问题，尤其大旱之年，地下水位下降，
群众饮水更加困难。

2000年5月，我市颁布实施了全省
第一部农村饮水工程建设管理规范性
文件；截至2015年底，我市陆续实施的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平原水库农村供
水工程，实现受益人口459万人，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95.5%，全市供水保障机
制初步形成。

农村饮水是事关聊城数百万群众
生存、生活和生产的头等大事。千百
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群众终于
用上了方便水，喝上了健康水，彻底摆
脱了喝苦咸水、高氟水的历史，困扰农
民祖祖辈辈的“吃水难”问题历史性地
得到解决。市水利局也被水利部授予

“全国农村饮水解困先进集体”。
为了实现农村自来水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我市水利部门始终将解决
农村饮水问题作为重要任务，攻坚克
难，接续奋斗！

“2020年，我市全面完成农村饮水
安全攻坚战任务，形成了规模化、全覆
盖的农村公共供水体系，解决了 3112
个村庄、239 万群众的饮水不安全问
题。到 2023 年，全市农村自来水入户
率持续保持 99%以上，实现农村供水

‘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同监管’目
标。”市重点水利事业发展和保障中心
农村水利科科长张晓峰笑着说，今年，
我市重点推动农村饮水“质效双提”，
全面推进供水工程智慧化改造，农村
供水实现了智能化、智慧化。

农村饮水是我市水利工程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聊城水利建设缺乏有效的组织，
各家各户靠天吃饭，缺乏排涝抗旱防
灾减灾能力，基本年年出现旱灾涝灾，
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伤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聊城组
织力量进行水利建设，陆续提出了“多
打井，下深泉，变旱田为水浇田”“挖掘
地下水，利用地上水，拦蓄雨水，根治
涝洼”等方法措施，掀起兴修水利的高
潮。仅1955年10月至1956年5月，全
市共打砖井土井 330182 眼、井底下泉
11437眼，安装水车56234部，兴建小型
水库 1237 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田
灌溉难题。

1958年，为确保农业丰产增收，我
市开始建设位山灌区，有效缓解了“十
年九旱”给聊城农业带来的严重困难，
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保障了粮食安
全。如今，位山灌区以农业灌溉为主，
兼顾工业、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用水
需要，同时承担向河北雄安新区、华北
地下水超采回补等跨流域调水任务，
成为全国第五大灌区、黄河第二大灌
区、山东省最大灌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与水相
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水管
水、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用水、新时代兴
水利民！75 年来，聊城水利在党的领
导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基
础薄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快
速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科学发展，
再到“十三五”时期全市水利工程体系
的基本形成，再到“十四五”时期构建
现代水网体系， （下转第8版）

水润鲁西幸福来
——我市水利工作高质量发展回眸

9月23日，东阳高速TJ2标段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施工。作为山东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东阳高速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聊城市交
通建设短板，完善高速公路网络格局，对加快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本报记者 董金鑫

■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齐如林

金秋时节，天空高远；三省交界，齐
风鲁韵；

两河相约，文脉赓续；聊城大学，跃
升蝶变。

从初建时期的筚路蓝缕，到坚守
鲁西的弦歌不辍，尽显刚毅艰卓；从一
穷二白的艰难建设，到挺立潮头的三
次跨越，展现笃行求实；从改革开放新
时期践行“科教兴国”，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坚持作育英才，彰显思
源报国……从深邃岁月中闪耀至今的
高等教育之光炽然而盛，在鲁西熠熠
生辉。

回望半个世纪办学路程，聊城大
学肩负责任与使命，怀揣光荣与梦想，
坚守鲁西、实干笃行，在艰难中起步、
曲折中前进、困境中崛起、发展中壮
大，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的蝶变。

这所为国家培育了20余万名栋梁
之材的著名学府，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
吸共命运，始终坚守着炽热的初心与梦
想，始终在不懈探索中书写辉煌，铸就
了历经艰辛而弦歌不辍、躬耕一隅而胸
怀家国的风骨，谱写了坚守鲁西大地创
办高水平大学的恢宏篇章。

扎根鲁西砥砺行 春风化雨育英才

聊城，黄河与京杭大运河在此交
汇，留下了古老而灿烂的文化，曾有过

“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
会”的辉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
原因，聊城交通闭塞，一直是经济欠发
达地区。正是在这艰难时期，聊城大学
开启了与这方土地的不解之缘。

1974年，山东师范学院抽调三分之
一的教职工，在聊城建立山东师范学院
聊城分院。一个旧院子、几十间破房
子，艰苦的条件没有挡住学校第一批创
业者的步伐，他们挖路基、运石子、化沥
青，亲手修建了学校第一条柏油路，亲
手打出了第一眼42米深的机井……

凭着对教育使命的担当、对师范事
业的忠诚，以及饱满激情的奉献精神，
他们夯基架梁、昼夜奋战，以可歌可泣
的“教育西征”将优质的师范教育向西
推进了100多公里，让一片旷野变得桃
李芬芳，把师范教育的“基因”永久地留
在了鲁西。

弦歌五秩，由此唱响；非凡之路，由
此启程。

1974年建校时，仅有6个系、6个专
业，83名全日制在校生、64名进修生和
98名教职工；

1981年，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改

建为聊城师范学院；
2002年，聊城师范学院更名为聊城

大学，结束了鲁西没有综合性大学的历
史……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
生。50年来，聊城大学扎根聊城，抱定
服务山东特别是聊城基础教育的初心，
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在
历史长河的洗礼中，与时代发展的脉搏
同频共振，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
培育了繁茂的精神之花，建起了一座文
化地标。

这座大学，与聊城同脉。这里的师
生，代代相承，建设着聊城。大批聊大
毕业生扎根聊城各条战线，成长为优秀
骨干，展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奋进精神
广受社会赞誉。

点点滴滴，累积起了聊城大学的口
碑；久久为功，成就了聊城大学的发展
壮大，同时也成就了与聊城市的同呼
吸、共命运，共生共长。

近年来，众多大学为了寻求更具优
势的办学资源、更便利的环境，摆脱困
境、缓解压力等因素，选择从地级市搬
迁到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发达城市，
而聊城大学则坚守于此。

“历届聊城市委、市政府都大力支
持聊城大学发展，为聊城大学提供了良
好的发展环境；聊城大学抵御住高校东

迁潮流的诱惑，始终坚持立足聊城、服
务聊城、发展聊城，扎根聊城办学不动
摇，始终把服务地方当作义不容辞的责
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
才与科技支撑，形成了城校战略携手、
融合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振的良好
态势。”聊城大学党委书记关延平说，聊
城大学永远与聊城人民同呼吸共发展。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在其《聊城师
范学院》的文章中，表示“要用世界上最
美丽的语言来赞美这所学院，歌颂这所
学院。”

历史是大写的精神，精神是历史的
内化。一个地方，总有一些故事让人动
容；一座大学，总有一些力量让人澎
湃。大学是社会的，它承载着学校内
外、社会各界的关切；大学是历史的，其
沉淀着丰厚的文化遗存和记忆情怀。
在这个流动是常事、坚守是奇迹的时
代，聊城大学坚守在聊城整整50年，让
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稀有的不浮躁、不
忘初心、坚守本分的特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包含言为
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胸怀乐教
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如今的聊
城大学共有 23 个学院，9 个研究院所，
24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7 个硕
士专业学位类别，75 个本科招生专
业， （下转第8版）

木铎金声道如虹 滋兰树蕙满庭芳
——写在聊城大学建校50周年之际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 杨光） 在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9 月 25 日上午，市
委书记李长萍到东昌府区和高新区，走
访慰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
命工作的部分军休干部、老党员、离休
干部以及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
挚的问候。市委副书记谢兆村参加活
动。

李长萍首先看望慰问了军休干部
祝绍先。今年95岁的祝绍先1947年参

军入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济
南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李长萍与
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生活起居、身
体状况和家庭情况等，听老人回忆过往
峥嵘岁月。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身体硬
朗，李长萍十分高兴，叮嘱相关部门要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落实落细各项
工作，让老人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随后，李长萍看望慰问了全国劳动
模范许明月，听他讲述建筑施工领域探
索创新的故事，勉励许明月要继续发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立足
岗位职责，发挥优势专长，努力取得更
大成就，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市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今年98岁的赵庆恩194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民兵班
长，为夺取敌后武装斗争胜利贡献了力
量。李长萍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
医疗保障等情况，重温奋斗历程，并为
老人送上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她说，
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市各

级各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
党员关心关爱工作，进一步增强老党员
的组织归属感、生活幸福感。

李长萍还看望慰问了离休干部刘
平。1948年参加工作的刘平今年已经
89岁了。李长萍感谢他为聊城发展作
出的贡献，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安心
享受晚年幸福生活。希望老干部一如
既往地关注支持聊城经济社会发展，多
提宝贵意见，积极建言献策，为聊城发
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李长萍到东昌府区和高新区走访慰问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 江平波）9月25日

下午，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曾晓黎到
“来聊投资者·界别同心汇”，与团队委
员和民营企业家代表、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交流，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

曾晓黎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助力聊城经济
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入宣讲了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时代意义和深远
历史影响，深刻阐释了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
想、总目标和重大原则。

曾晓黎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重点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开启了以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时代新篇。全会传递出的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信号，为民营企业家送上
了“定心丸”，给民营经济注入了“强心
剂”。各位来聊投资者、企业家要深入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脚踏实地干实业、
心无旁骛谋发展，在现代化强市建设
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曾晓黎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汇聚起深化
改革的强大共识，深刻领会三中全会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深刻领会三中全会关于民营经
济改革的具体部署，进一步增强信心、
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要充分发挥来
聊投资者的生力军作用，汇聚起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能，紧紧抓住发展这
个硬道理，强化“新聊城人”的主人翁
意识， （下转第8版）

曾晓黎到“来聊投资者·界别同心汇”
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 江平波） 9 月 25
日，市政协主席曾晓黎到阳谷县督导
重点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

在聊城东大食品有限公司预制菜
加工项目现场，曾晓黎详细了解了项目
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曾晓黎
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培
育壮大各类优质企业主体，因地制宜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要坚持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的理念，加强统筹协
调，主动靠前服务，帮助解决项目建设
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不断夯实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随后，曾晓黎来到山东天盾矿用
设备有限公司，深入生产一线，仔细察
看安全生产落实情况。曾晓黎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
要求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细节；要持
续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盯紧
重点部位、重点岗位、重点环节，把防
控措施做扎实、做到位，持续提升本质
安全水平，扛牢安全生产责任，守牢安
全生产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市政协秘书长韩德振参加活动。

曾晓黎到阳谷县督导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