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总书记话文明】

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

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互联网内容建设，弘扬新风

正气，深化网络生态治理，网络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要坚持

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网下相融合，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当责任，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网民等

要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以

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来源：全国文明网）

【省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九）坚定不移增强文化自信，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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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甘肃促进文化繁荣具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担好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现代化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撑、精神支撑和文化支撑。

牢牢守住意识形态主阵地。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研究和宣传

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干部、教育人民群众。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加强理论陇军建设。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提

高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健全网络综合治

理体系，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净化网络空间，掌握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

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深化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弘扬八步沙

“六老汉”三代人治沙群体新时代愚公精神、敦煌研究院文物保

护利用群体莫高精神，提升人民思想道德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渠道。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实施重

大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开展群众性文化活

动，建设“书香陇原”，促进人民精神富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利用，推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长城、长

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掌握敦煌文化研究话语权。发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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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资源，用好鲜活发展素材，推出一批文艺精品力作。建好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赓续红色血脉。

发展壮大陇原文化产业主力军。加强文化产业政策支持，坚

持引进和扶持相结合，做大文化品牌企业，培育更多文化市场主

体，增加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

文化消费，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创

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深度挖掘文化资源经济价值。

甘肃历史悠久而厚重，文化多彩而独特。我们既要代代守护、

薪火相传，也要紧跟时代、推陈出新，让文化成为最富魅力、最

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甘肃标识！ （摘自尹弘同志在中国共

产党甘肃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文创动态】

中心党委专题学习甘肃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6月10日下午，白银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召开2022年第六

次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甘肃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精神。中心在家领导、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各党支部书记参

会，党委书记罗朝太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尹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次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向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各党支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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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奋力开创公路养

护工作新局面”的主题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化思想认识，通过了解全省

的工作情况和部署原文学、结合本职工作重点学、围绕行业改革

发展延伸学等方式认真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一是强化思想认

识，准确把握会议精神内涵。要充分认识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重

大意义，把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先学一步、

学深一层，精读细读省党代会报告，原原本本弄懂吃透精神内涵，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确保全员覆盖、入心

入脑。二是提高标准要求，以务实举措增强学习实效。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准确系统全面把握党代会报告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

涵，要创新载体和方法，综合运用党支部“三会一课”、集体学

习、专题研讨、专家辅导、宣讲培训等方式，用好“学习强国”

“甘肃党建”等学习平台，进一步丰富学习形式、拓展学习深度，

把会议精神、理论实践与具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有

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三是做好学用结合，确保会议精神

落地见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学以致用，要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保障作用，聚焦公路养护主责主业，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

和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工作部署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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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落实省厅“职能归位、职责落地”工作要求结合起来，把党

代会提出的新判断、新谋划、新部署转化为推动公路养护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狠抓落实、推动

工作的强大动力，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供稿：党委办公室）

会宁公路段荣获“白银市五一劳动奖状”

近日，白银市总工会对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为白银经济社会各项建设目标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一

批优秀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白银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会宁公路

段荣获2022年“白银市五一劳动奖状”。 （供稿：刘文燕）

中心工会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系列活动

艾蒲青翠，粽香十里，在端午节来临之际，白银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两级工会组织以“品浓情端午、抒爱国情怀”为主题，开

展了经典诗词诵读、道德讲堂、话家教家风、包粽子绣荷包等活

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供稿：中心工会）

【基层简讯】

近日，会宁公路段开展“喜迎二十大，深化模范机关创建”活

动。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做好“三个表率”、做到“两

个维护”作为主要任务，开展“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的模范机关”创建，争当政治过硬、信念坚定、组织有力、作风



- 6 -

过硬、廉洁自律的模范，为推动单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

障和组织保证。 （供稿：党小娟）

6 月 8 日，试验检测室加强“文明家庭”建设，开展民法典婚姻

家庭篇专题法治讲座。讲座充分结合典型案例，对婚姻关系认定、

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离婚新增规定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

让大家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有了新的认

识，增强了职工法制观念和法治意识，提高了职工知法、懂法、

守法、用法的能力。 （供稿：试验检测室）

6 月 10 日，白银公路段党支部开展“学党章、强党性、守初心”

主题党日活动。着力营造党员干部自觉学习遵守党章和党纪条规

的良好氛围，激励党员担当作为，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凝聚力，在

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召开。 （供稿：顾家宁）

【公路文化建设】

“八棵树”精神的由来

“八棵树”精神是在嘉峪关的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大致经历

了三个时期。

（一）漫长孕育期（1952—2015年）。1952年，一条砂土筑

起的大路，从河西走廊的东边，经嘉峪关一路向新疆延伸。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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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形成沙尘暴，飞沙走石，天地一片昏黑。为阻挡风沙对道路、

房屋的侵害，新中国第一代公路人郑占乾同志在修路、养路之余，

号召职工和家属在简陋的道班工房前种了一排杨树，他们用炉棍

和铁勺挖开坚硬的砂土，把刚返青的杨树枝条埋进去，这些稚嫩

的根系扎进了戈壁，历经风雨沧桑，最终有八棵树活了下来，并

长成参天大树，这八棵树也成为激励公路人扎根戈壁、艰苦奋斗

的精神旗帜。1955年，祁连山深处的镜铁山发现大型铁矿，为保

障镜铁山铁矿的开采，亟需修建一条长84公里的铁矿石运输专线

公路。面对高山缺氧的自然环境、山高谷深的悬崖峭壁、汹涌澎

湃的讨赖河水，甚至每天要经受四季风雪的考验，所历艰难超乎

想象。当年的筑路工人凭着建设新中国的巨大革命热情，用铁镐、

铁锹、抬筐等原始工具，炸石开山，昼夜奋战，只用4个月的时

间，就打通了这条“无人区”里的运输生命线。此后，随着酒钢

公司的成立和嘉峪关市的设立，公路建设、管护任务日益繁重。

但当时的嘉峪关，公路上没有任何养护机械，修路养路全靠肩挑

筐抬，养路工人们每天扛着铁锹、洋镐步行养路。日常所需食品，

依靠往来卡车捎带，饮用水则要到深沟去取，取一趟水需要耗费

半天时间。更困难的是护路工具过于简陋，去一趟工地，晚上回

不了道班，就只能在野外露宿。但工人们没有等靠要，郑占乾和

工友们发明了一种毛驴刮路机，用一些废旧钢材木料，做成耙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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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套上毛驴，刮平路面，渴了喝凉水，饿了啃干馍馍，困了

睡地窝子和麦草堆，以“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的

革命乐观主义修路护路。

（二）发展形成期（2015—2018年）。2015年，嘉峪关公路

局为更好的传承弘扬老一辈公路人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励全

体公路人奋进新时代、创造新业绩、展现新作为，立足“八棵树”

这一历史根脉，对郑占乾等老一辈公路人扎根戈壁、以路为家，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修路、养路、护路和种绿、养绿、护绿，对

一代代交通人秉承的优良传统和展现的硬朗作风进行全面梳理

总结，提炼形成了“扎根戈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甘当路石”

的“八棵树”精神。“八棵树”精神与“两路”精神同根同源、

一脉相承，是新时代甘肃的“两路”精神，是新时代甘肃交通精

神，展现了新时代甘肃交通人坚定主心骨、汇聚正能量、提振精

气神的风采。同时，“八棵树”精神也折射出嘉峪关人扎根戈壁

的奉献精神，矢志不渝的绿色追求，是生动践行“两山”理论的

嘉峪关行动。近七十年来，嘉峪关公路人就是靠着这种扎根戈壁、

甘当路石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战天斗地的乐观精

神，推动公路养护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实现翻天覆地的变

化。如今，鳖盖山上已经郁郁葱葱，嘉峪关市更是一片绿海。从

建市起，一代代嘉峪关人就如郑占乾老人一样，选择将植树护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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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态作为自觉行动，坚持全民义务植树，持续绿化家园，从

公路边的一抹绿，拓成一片绿，进而形成一城绿，使昔日荒芜的

戈壁变成生机盎然的绿城，创造了嘉峪关生态建设的奇迹。

（三）传承弘扬期（2018年至今）。2018年以来，省内外作

家、国内近50家主流媒体先后对“八棵树”精神进行主题采访报

道，其中中央电视台《记住乡愁》栏目和2021年“沿着高速看中

国”节目对八棵树的报道、人民日报《嘉峪关前的白杨树》、甘

肃卫视《今日聚焦》栏目《嘉峪关：传承“八棵树”精神甘当戈

壁筑路人》专题片等都形成了比较大的宣传阵势。嘉峪关公路局

组建“八棵树”精神先进事迹宣讲团队，先后在省交通运输厅、

嘉峪关市进行宣讲汇报40余场，引起社会的热烈反响。出版文学

专刊，创作书法专刊、主题歌曲《八棵树之恋》，市委党校开设

“八棵树”精神专题课堂，承办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八棵树”精

神研讨会，设计制作“八棵树”精神Logo，聘任“八棵树”精神

代言人，拍摄微视频，持续扩大“八棵树”精神的影响力。2020

年，“八棵树”精神文化品牌参加全国第二届交通运输优秀文化

品牌展示活动，荣获“政务事业类十佳文化品牌”第三名的佳绩。

2020年12月，省交通运输厅把“八棵树”精神作为甘肃的“两路

精神”，在全系统广泛弘扬。2021年1月12日，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嘉毅同志就“八棵树”精神作出批示，要求将“八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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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作为典型加以宣传，争取推出一个先进群体。在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过程中，市委把“八棵树”精神作为全市学党史的生动教

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践行“八棵树”精神，努力开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八棵树”精神的孕育发源地，

嘉峪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原嘉峪关公路局）充分发挥“八棵树”

精神的教育引领功能，成立“八棵树”精神镜铁山干部训练营，

让党员干部传承老一辈公路人的优良传统，体验感悟筚路蓝缕、

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目前，“八棵树”精神已经在全市家喻户

晓，在全省交通系统广为人知，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品牌

价值。

发：各党支部，中心纪委、工会、团委，机关各科室，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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