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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为配合在
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编辑了习
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习近平关
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等3种学习材
料，已正式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3种学习材料收录、摘编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报告、讲
话、文章、指示、批示等重要文献，其中
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干部原
原本本学，多思多想、学深悟透，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
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
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等主题教育学习材料出版发行

本报讯（辽宁日报记者 方 亮
杨忠厚）4月8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郝鹏，省委副书记、省长李乐
成，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会见了全
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
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一行。

郝鹏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蔡冠深
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香港
中华总商会、香港新华集团给予辽宁经
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郝
鹏说，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振兴发展
高度重视，要求辽宁在新时代东北振兴
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当前，我们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
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横下
一条心、铆足一股劲，全力实施全面振兴
新突破三年行动，大干三年、奋斗三年，
以超常规举措打好打赢新时代的“辽沈
战役”，狠抓投资消费出口，推动一产二
产三产协同发力，促进国企民企外企竞
相发展，坚持市场政府社会三方联动，努

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今年以
来，全省经济运行企稳回升向好，固定资
产投资等经济指标增幅达到近年历史同
期最好水平，一批高质量大项目开工建
设，外界对辽宁的预期持续向好。

郝鹏说，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区位
优势明显、科教人才资源富集，具备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在实现全
面振兴新突破中，广大海内外企业在辽
宁投资兴业一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希望香港中华总商会能进一步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不断推动辽宁与香港的经贸
合作结出更加丰硕成果。欢迎香港新华
集团进一步深化与辽宁的合作，提升合
作层次、提高合作质量，打造更多标志性
的示范项目，助力辽宁在科技、文化、体
育等方面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带动更多
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内外企业家来辽宁投
资兴业。辽宁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
造营商环境“升级版”，加强诚信政府建
设、着力打造法治政府，积极为包括港资
在内的各类在辽投资企业发展提供更加

良好的环境、更加优质的服务。进一步
做好对外开放这篇大文章，深度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为海内外各界搭建
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平台、创造
更多合作机会。

蔡冠深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给
予香港新华集团在辽事业发展的支
持。他说，辽宁是“共和国长子”，工业
基础好，一批“大国重器”诞生在这里。
香港新华集团与辽宁有着深入持久的
良好合作，当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
出良好态势，发生了很多积极变化，更
加坚定了我们在辽宁发展的信心。希
望香港辽宁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香港
中华总商会将在推动双方现代服务业
对接、促进辽宁走出去深化国际交流等
方面作出积极努力。新华集团将继续
在辽宁扩大投资，推动双方在金融、数
字经济、环保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辽
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

省领导王新伟、胡立杰参加会见。

郝鹏李乐成周波会见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

县级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县图书馆是县政府设

立的公益性图书馆，其服务对象是县域

内的社会群体。我县地处辽宁西部较

偏远地区，但却是文化的“富矿区”。这

里有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有民

族文化与宗教文化的融合，更有历史文

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继而形成了极为

丰富而厚重的地方文献积累。

一、地方文献的概念与作用
地方文献是指一个地区的历史、地

理、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文

教卫生等多种文献信息资源的总和，

是一个地区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客

观记录，是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

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图书馆具有

保存本地区文化遗产的职能。加强地

方文献的收藏与利用工作，有利于丰

富馆藏，保留地区的文化特色。

二、地方文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地方文献的教育作用和文化熏

陶作用。一个地区是否存在悠久的历

史和文化，可以反映在其地方文献的

积累上。人们可以通过了解一个地区

的历史、著名人物、风景名胜等内容，

继而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现状，唤起

探究悠久历史文化的热情，感受其博

大而独特的教育作用。比如，创始于

我县的著名的“三沟经验”，即我县七

家子公社毛岭沟大队的封山育林控制

水土流失经验、蜘蛛山公社塔子沟大

队的河边造林防风固沙经验和招束沟

公社拉各拉生产队的治理坡耕地防治

水土流失经验。“三沟经验”作为人类

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精神，被推

广到了全省乃至全国。如今，“三沟经

验”已经升华为“三沟精神”，这是全县

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让

“三沟精神”的影响更加久远，在新的

历史时期继续发扬光大，我县“三沟精

神”党性教育基地在毛岭沟村成立，把

“三沟精神”融入新时期的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中，让广大党员干部在

这里找到初心，获得前进的动力。

2、地方文献为科学研究和经济建

设服务。近年来，随着各个领域学术

研究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借助

于古代文化典籍从事多学科的研究。

特别是开展编写地方志、史志、人物

传 、通史、年鉴、家谱等工作以来，地

方文献的需求与日俱增。地方文献对

人们了解人文历史、地域概况等具有

参考借鉴的作用，对地方的经济发展、

科研生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

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信息。

3、地方文献为广大读者服务。地

方文献可作为向广大群众进行历史、

地理、人文宣传，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乡土教育的重要资料,为广大

读者提供本地区的文化发展、旅游景

点、乡土风情和物产情况等方面的信

息资源，还能满足广大读者对地方文

献信息的其他不同需求。

三、如何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整
理工作

1、要提高认识、强化意识。县级

图书馆要从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发和利

用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意义，把地方

文献资源的收集当作图书馆的一项主

要工作去做。领导要亲自抓，成立专

门机构，建立地方文献资料库，要有专

项资金，要有专人负责。

2、要取得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政府部门应下发文件，要求各文献编

撰机关、学校、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将

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个人编著出版

的书籍、发表在刊物上的各种著述及

时、无偿地捐赠给公共图书馆地方文

献库收藏。

3、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图书馆

可到当地地方志办公室，收集在外地

工作、生活的名人名士信息，加强同他

们的联系，发出邀请函 ，争取他们的

支持和帮助，把与他们相关的作品、信

息等收藏到图书馆。

4、要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地

方文献数据库是根据地方特色文献

资源开发的、具有独特内容的数据

库。应以图书馆、档案馆、史志办、博

物馆等单位为基础，全面开展地方文

献资源的调查。组织各单位对本机

构的地方文献进行认真核查，编制题

录。要建立检索规范的地方文献书

目，联合检索数据库，让地方文献不

断得到补充和完善，满足各类读者对

地方文献的需求。要加大收集力度，

扩大地方现行文件收集、征集范围，

填补图书馆多年来馆藏地方政府文

件的空缺。

5、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队伍

建设。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对专业人员的学术水平、知识素养

和精神境界要求较高。这些专业人员

必须能了解当地的历史和现状，熟悉

本地著名人物及其著述。为此，地方

文献工作专业队伍中既要有图书馆

学、情报学专业人才，也要有中文、历

史、计算机等专业人才，所以各图书馆

（站）应抽调或招聘具有事业心的青年

专业人员，充实到地方文献信息部门，

并组织协调相关学科的专业技术人员

加入到地方文献的发掘队伍中，形成

一支专兼职结合的队伍，联合攻关，才

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地方文献，为阜

蒙县文化事业的发展助力，为特色文

献的传承添彩。 （白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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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广大城乡居民：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春季，全市降

水较往年偏少，加之当前林草区域蒿草
茂盛，可燃物载量巨大，极易引发森林草
原火灾。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森
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要求，保障全市森林
草原资源防火安全，特向全市广大城乡
居民发出以下倡议:

一、增强防火意识，维护生态安全。
保护森林草原资源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
与和共同努力，让我们切实增强森林草
原防火意识，争做护绿使者，为我市生态
建设出一份力。

二、自觉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扫。
坚持从我做起,自觉摒弃陋习,不在林区
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树立现代
文明的祭扫观念,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新
风正气。

三、加强自我约束，减少火险隐患。
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不
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
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在野外
烧火取暖；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
导, 防止玩火引起火患; 采取有效措施
管控特殊人群，防止因监护不力引发森
林草原火灾。

四、加强火源管理，严防火灾发生。
强化野外火源管控,坚决杜绝焚烧田间
秸秆、在野外燃放烟花爆竹、烧荒等野外
违法违规用火行为,严防森林草原火灾
发生。

森林草原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
富，森林草原防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请广大人民群众在野外生产活动同
时，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的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做到火种不上山，林边不用
火，文明祭祖，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
如违反有关规定，将由行政执法部门和
公安机关依据《辽宁省森林防火条例》等
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造成森林草原
火灾、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阜新市林业和草原局

森林草原防火倡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