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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火灾等安全事
故，暴露出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安全生产
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再次敲响了警钟。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各地区和有关
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
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责任制，要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之以恒抓好
安全生产，以有力有效举措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安全生产责任涉及党委和政府的领导

责 任 、部 门 的 监 管 责 任 和 企 业 的 主 体 责
任。要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
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
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防范事故，必
须从大量的事故征兆、苗头、隐患入手，把风
险查在前、把漏洞补在前。各方要深刻吸取
事故教训，切实提高隐患排查整治质量、强
化安全责任，坚决杜绝问题“一报了之”、隐
患“纸面整改”。

能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是衡量各
地各部门工作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准。要牢
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始终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安全发展贯穿经
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以高水平安
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抓好安全生产

□丁焕松

4月18日上午，2023年珠海高新区“4·18国际古
迹遗址日”主题活动在淇澳岛钟氏大宗祠举行。活
动现场通过党史宣讲、诗剧表演、参观主题展等形
式展示珠海高新区文物保护活化利用成果，营造浓
厚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助推珠海创建申报历史文
化名城。（本报4月19日04版）

文化是城市的气质，历史是城市的底蕴。高新
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拥有不可移动文物 116 处和
珠海市历史建筑70 处。近年来，按照“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该区在传承、保护和开发
历史文化资源上作了不少探索和有益尝试。

珠海虽然是座年轻的城市，但作为中西文化交
汇地和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也有不少独特之处。拿
高新区来说，这里既有唐家古镇、会同古村等古建
筑群，又有唐绍仪私家园林共乐园、中西合璧的栖
霞仙馆，还有众多名人故居和红色革命遗址。这些
历史文化资源中，有的是先民们辛勤劳动和聪明才
智的结晶，有的是珠海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见证。
守护好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保存好城市文脉，使其在
今天焕发时代生命力，才能让我们在迈向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征程上，更好地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活化利用，一直是城
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
一个地区的历史文明和文化基因，也是今后城市发
展的优势资源。充分认识珠海城市的历史地位和文
化特色，认真梳理和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全面抓
好城市规划，加大资金投入，是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历
史文化资源的关键。要想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
来，就必须推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同乡村振兴、全域
旅游、社区建设等有机结合，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
发展的优势，才能促进两者相辅相承、协调发展。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也是城市精神的重
要“内核”。从历史文化中提炼内涵和价值，推动文
化传承与时代创新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城市文化底
蕴，是形成城市精神和城市特质不可或缺的因素。
我们要深入挖掘珠海城市历史、地域特色和文化遗
产，加大宣传力度，在历史文化价值特色上做文章，
讲好珠海历史文化故事，对外树立良好的城市文化
形象，对内凝聚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精神
力量。惟有如此，才能发挥历史文化资源的作用，守
护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历史文化资源既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传承、保
护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也不光是为了申报“历史文化名
城”。无论是精神文明建设，还是物质文明建设，都少不
了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大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力
度，打响符合时代发展的本土特色文化品牌，才能提升城
市竞争力、吸引力，让珠海变得更有魅力、更加自信。

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和活化利用

□关育兵

近日，云南香格里拉虎跳峡一游客
高坠失踪，该游客坠落前疑翻越护栏拍
照，失踪后至今下落不明。（4月20日澎湃
新闻）

虎跳峡景美，值得一游。欣赏美景，是
要用眼睛观看的。当然，想闭上眼睛感受，
也未尝不可。见到美景，是否一定要拍照
呢？显然并非如此。美景应该留在心中。
倘若条件允许，和美景同框，留下美好回
忆，也未尝不可。

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拍照设施日益方
便，有些人，见到美景的第一反应，不是欣

赏，而是拍美照。在这些人看来，欣赏不欣
赏美景，倒在其次，留下美美的照片，才是
第一重要的事情。至于是否欣赏和感受到
了美景，早被他们忘在爪哇岛外。这样的
本末倒置对不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旅游本就是精神的愉悦、内心的满足，只要
能够实现这些，倒也无可厚非。但为拍美
照涉险，确实是不值得也不应该。

在虎跳峡景区，刚刚发生因游客越护
栏拍照高坠失踪，就又有女生“前赴后继”

“不折不挠”地坐在了崖边，只为让人拍一
张美照。为了拍美照，就忘了生命安全，甚
至忽略刚刚发生的悲剧，无论如何难以让
人理解，难道拍美照比生命还重要？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正常的，也
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拍美照成为一种不文
明行为，甚至影响到社会治理时，就超出了
可理解的范畴，成为了一种社会病。这病，
得治。

“拿命拍美照”的病得治

“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
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
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
物 ，耕 海 牧 渔 ，建 设 海 上 牧 场 、‘ 蓝 色 粮
仓’。”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中，把海上牧场建设纳入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视野，凸显了对国内外粮食安
全形势的深刻洞察，对亿万人民群众“吃得
饱”“吃得好”的深切关怀，对广东和全国推
进海洋渔业发展的深谋远虑。在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们推进海洋
渔业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路径更加清晰。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 ，解 决 吃 饭 问 题 不 能 光 盯 着 有 限 的 耕
地。作为海洋大省，广东拥有 41.93 万平方
千米的辽阔海域，4084.48 千米的大陆海岸
线，海洋经济总量连续 28 年居全国首位。
可 以 说 ，发 展 优 势 在 海 洋 ，潜 力 也 在 海
洋。近年来，广东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树立大食物观的重要要求，不断巩固
先发优势，丰富海洋渔业资源，增强海洋资

源生产保障能力，构建起一条从种业、养
殖、装备到精深加工的现代化海洋牧场产
业全链条。

新征程上，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
打开“蓝色粮仓”，对于广东而言不仅是落
实粮食安全战略、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举
措，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
口、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
有力抓手。今年以来，广东把“做大做强海
洋经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大力发展海洋
牧场和深远海养殖”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
召开全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进会，为广
东经略海洋、进军深蓝按下“加速键”。

向海洋要资源、要粮食，要以顶层设计
引领产业发展，找准关键点和发力点，找对
建设海洋牧场实践路径。要把种业这项基
础 工 作 做 精 做 好 ，把 渔 业 良 种 价 格 降 下
来。要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
业，推动海洋渔业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
化转型升级，切实解决深海养殖装备技术
难题和解决海产品储藏运输难题。要坚持

“疏近用远、生态发展，陆海接力、岸海联
动”十六字路线图，在近浅海上做“减法”，
在中远海上做“加法”，在综合开发利用上
做“乘法”，推动水上、水面、水体、海床等立
体开发，海上、岛上、岸上联动开发，让近
海、中海、远海各尽其用，推动陆海全产业
链发展融合，培育形成万亿级现代化海洋
牧场产业集群。

做好“海”这篇文章，坚持生态用海是底
线、是前提。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水产
品要热量、要蛋白，应该建立在渔业环境
保护和资源养护的基础上。要对基本养
殖水域实行严格的保护制度，按照整体、
协调、优化和循环的思路，进行海域资源
的 合 理 开 发 与 可 持 续 利 用 ，维 持 海 洋 生
态平衡。要扎实抓好近岸海域污染防治，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提升海洋生
态环境质量。要强化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推进海洋生态和湿地保护修复，打
造万亩级红树林示范区。加快形成近浅

海与深远海绿色生态协同发展新格局，推
动渔业转型升级，不断把海洋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

海洋牧场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
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搞

“一哄而上”“大干快上”。立足新起点，加
快推进海洋牧场建设，要在深入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突出规划引领、产业融合、龙头
带动、项目落地、科技创新、要素保障，因地
制宜探索海洋牧场与海上风电、海洋旅游
等融合发展模式，大力提升海洋牧场的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世界渔业看中国，中国渔业看广东。“蓝
色机遇”当前，广东正奋楫扬帆、乘风破浪，
加快驶入高质量发展“新蓝海”。全省各地
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
安排上来，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坚持高位
推动，强化真抓实干，抓好督促考核，确保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树立大食物观 建设海上牧场
——七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南方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