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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40名）

于 帅 市社保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管理科副科
长

王一诺 市发改委社会科一级科员
王若竹 市中医院纪委书记
王陟鹏 市纪委第十审查调查室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王雪超 市新华书店党支部副书记
尹文哲 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站站长
尹铭绅 市高端人才工作站（派市医疗保障信息中心）

九级职员
白 钰 市税务局机关党委一级行政执法员
冯 博 市财政局行政政法科科长
曲世鹏 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处副科长
朱婧煊 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科长
刘夏超 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副科长
汤世伟 市市场局西安分局副局长、三级主任科员
安 岩 市总工会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许炜钰 市残联残疾儿童中心副主任
孙 畅 市文联文艺发展部主任
李 京 市科技局高新科三级主任科员
李丹峰 市供销社合作指导科科长
李树香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高级经济师）
杨长城 市融媒体中心辽源发布编辑
余向明 市交通局综合计划科科长
谷树阳 东辽县烟草局（分公司）局长（经理）
辛立书 市沉陷区治理中心副主任
宋宝国 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主任
初明光 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
张春伟 市委网信办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张显吉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科长
张喜强 市委办公室综合二科科长
张翠萍 市统计局人口社会科科长
邵亚楠 市社会福利院主管护师
郑 阳 市委党研室综合科副科长
郝轶瑄 市市场局特种设备科科长
胡劲洋 市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科长
姜晓航 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
耿 毅 市档案馆组织宣传科科长
贾洪艳 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乡村建设和农

村社会事业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高 琪 市工信局纺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高国栋 团市委组宣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
康德梅 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富子玲 市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20名）

刘川本 市政协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刘冬雪 市妇婴医院党办主任
孙绍华 市委宣传部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李 争 市商务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李 南 市信访局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吴沐霖 市委党校机关党委办公室党务干部
宋伟月 市政数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 宇 市烟草局（公司）党建工作科专职党务干

部
张秋芬 市发改委第三党支部书记
范春雨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
林书宇 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党务干部
郝鸣宇 市委保密办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姜 洋 市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高安猛 市委统战部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梁舒涵 市民委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蒋 闯 市委政研室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韩 冬 市审计局第二党支部书记
韩 旭 市纪委监委机关第一党支部宣传委员兼纪

检委员
戴雪娇 市委编办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魏佳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机关第三党支部宣传委员

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
排名不分先后（20个）

中共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第六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人民检察院机关第四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日报社编辑出版和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机关第一支部委员

会
中共辽源市公安局政治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仲裁服务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辽县分局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交通运输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图书馆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体育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中心医院内科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机关支

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林业和草原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吉春路农贸市场支部委员会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组织人事科支部

委员会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支部

委员会
中共辽源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第一支部委员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激励市直机关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推动辽源全面振兴率先突破中奋
勇争先、砥砺前行，大力弘扬新时代奋斗精神，为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市直机
关工委组织开展了庆祝建党 104周年暨“两优一先”评
选表彰活动。

根据党内表彰有关规定，经逐级遴选、民主测评、
严格考察、集体研究、征求意见等程序，确定了市直机
关优秀共产党员、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市直机
关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为广泛听取意见，接

受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情况予以公示。如对拟
表彰对象有异议，请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
向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以便于调查
核实和反馈情况。

公示时间：2025年6月16日至6月20日
通信地址：辽源市辽河大路4227号市委办公楼
联系电话：18004374446
邮编：136200

中共辽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2025年6月16日

关于市直机关“两优一先”
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彰显了我
们党强烈的历史自觉、宏阔的理论视野、坚定的
文化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两个结合”时
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
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
命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
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形态，是中华文明在文化
交流互鉴中不断自我革新和超越所塑造的“新
生命有机体”。从概念基点出发，循实践之迹、
溯学理之源、答世界之问，梳理明晰新的文化生
命体生成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从“点”到

“线”、由“线”及“面”，深入理解和领悟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这一重要范畴。

实践维度：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
的中华文明发展更新与现代转型

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古今中西”“旧邦新
命”交汇交融中，在中华文明发展更新与现代转
型的历程中生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
在文化形态上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式现代化不
断向前推进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力量。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内含着文明形态的更新与转型，赋予中华文明
以新的生命和现代力量，催生和发展了新的文
化生命体。正确理解和把握新的文化生命体，
要将其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来观
照。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人民物
质财富不断充裕、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
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赓续发展的过程。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找到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完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根本性扭转，实现
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奠定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也推动了中华文化
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开辟了一条马克
思主义政党领导和推动现代文化建设的中国
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生命体初现雏
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实现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
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一时期，我们党提
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模式，为人民的文化教育和
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道路，赋予新的文化生命
体生长的文明底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
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伟
大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
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时
期，我们党以强烈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提
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和战略
目标，不断推动文化创新，推进文化事业与文
化产业双轮驱动发展，激活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成长的内生动力。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
上的创新突破，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
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
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方法和路径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
可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习近平文
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推动文化建设在正
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使新的文化生命体焕发出蓬勃生
机。

人类的现代化既指向经济、政治、社会现代
化，也指向文明、文化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也是一场文
明延续、迭代与创新的巨变。中国式现代化有
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根本要求，蕴
含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推进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导向，推动着中华文明与时俱
进、返本开新，形成新的发展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发内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历程，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形态和价值层面的独特表达，
是实现文化创造、文明转型，构建新的文明秩序的结果。这
一生命体彰显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信仰信念、人文理想
与文化走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夯实了文
化基础，增强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自觉与战略定
力，奠定和滋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文化底蕴和精
神生命。

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成果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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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化生命体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相互契合”
走向“相互成就”的结果，是“魂脉”和“根脉”结合和融通的
产物。坚守好“魂脉”和“根脉”是“第二个结合”的关键所
在，也是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必然要求。

“魂脉”包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激活中华文明
优秀因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彰显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这种“激活”和“赋新”，本质上
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深层互
构，其前提是两者在精神内核与实践向度上的契合。《尚书》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之道契合于马克思主义群众
史观；《礼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契合于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境界、思维范式、治理理念等诸
多方面的高度契合，决定了二者的融通性和互补性，也决定
了马克思主义能够以真理力量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
要素，并通过方法论创新实现中华文明优秀因子的现代转

化。“激活”是在“契合”基础上的深化发展。比
如，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传统文化剥离了“民可
使由之”等历史局限，凝练升华了“民惟邦本”
等价值内核，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伟大实践中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标志性、
创新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激活”让中华传
统文化的优秀因子突破历史局限束缚，在马克
思主义真理框架中获得科学化、体系化表达，
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建构中国
自主的知识体系方面形成新的时代内涵，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质”的跃升。

“根脉”是中华民族的强大文化基因和独
特精神标识，建构了中国人民独有的精神世
界，是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和本源，
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是反映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具有普遍指导
意义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二者兼具的开
放性特征为其从“相互契合”到“相互结合”提
供了先决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
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
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由于每个国家的实际
情况及文化传统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中会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本国实际和民族文
化传统，探索适合我国国情、体现中华民族特
色的马克思主义实现形式。百余年来，通过

“第一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自己的
路”。马克思主义在指引中国人民探寻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道路的进程中，深深受到中华民族
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滋养，在中国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
放，文化进入“结合”视野，彰显了我们党对中
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新文化”的规律性认识
和高度理论自觉。我们党深刻总结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揭示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创新发展的科学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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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
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
和群众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新境界，使这一伟大实践始终保持蓬勃生机
和旺盛活力。

“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
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构成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动力源。作为结合的
产物，新的文化生命体彰显了我们党在思想文
化上的主动和创造，在坚守“魂脉”和“根脉”基
础上，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根本路径和方法遵
循，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境界。

世界维度：推动创造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
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人类文明形态的更迭
来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其生成过程也是构建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进程。新的文化生命体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寻求推进建构世界各国和
合共生的文明范式。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是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价值追求与
世界意义。

当前，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西方国家以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扩张造
成了文明冲突加剧、发展鸿沟加深、生态环境恶
化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人类文明来到了新的
十字路口。新的文化生命体理念在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背景下提出，从世界历史的维度解构西
方中心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发展中国
家走出一条既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又具有鲜明
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提供新的选择。新的文化
生命体理念的提出，在方法论层面批判继承了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先进物质文明成果，
同时扬弃了资本主义“物化逻辑”对人性的异
化，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角度看待和处理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使现代化的发展
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

步。在价值论层面，超越西方“文明的冲突”的对抗性思维，
摒弃其殖民扩张、文明优越的价值内核，以“和合共生”的哲
学智慧打破“修昔底德陷阱”，揭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明
交流互鉴与融合共生的普遍规律，进一步明晰人类现代化的
价值内涵及其导向。从全人类共同价值看，新的文化生命体
着眼于构建新型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超越了资本主义“单极—线性”发展观和国强必霸、
零和博弈的价值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建构“自由人的联合
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价值理想的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不是固化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文明形态的演进
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生长在持续探索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之中，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精神特质。因此，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一个前
瞻性、开放性概念，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文明发展趋
势的文化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描绘了新图景。新时代新征
程，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成长壮大，须着眼于中国之问、世界
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和守正创
新精神促进这一生命体持续丰富内涵、不断升华境界。

总的来看，新的文化生命体蕴含了中华文明自我更新
与超越的基因密码，摆脱了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割裂的
路径依赖，拓展了文明演进范式。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一个
原创性概念，更是一种实践指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我们不仅要深刻理解新的文化生命
体的生成机理、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进一步夯实其对文化
发展的基石作用；更要立足于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
代转型，探索“传承—创新—互鉴”路径，在开创人类文明新
形态、开辟人类解放新路径、追求人类发展新前景中，使新
的文化生命体持续迸发生机活力，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
国际影响力。

（作者为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 转自《人民日报》）

本报讯 6月11日，一支由50多人
组成的黑龙江旅行团队走进我市西安
区，先后游览了辽源矿工纪念馆、辽源市
动植物园以及黑金小镇，深入感受西安
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旅魅力。

在辽源市矿工纪念馆，游客们通
过一张张照片、一个个故事深刻了解
了辽源煤炭工业发展历程与矿工们艰
苦奋斗的精神。在我市动植物园，游
客们惊喜地发现了园区内设置的城市
礼遇站，纷纷扫码领取特色袜子，这份
贴心的小礼物为他们的旅程增添了一
份别样的趣味。

园区内有孔雀、梅花鹿、浣熊、斑马
等 40余种可爱的动物，游客们与各种

萌宠亲密接触，不时发出阵阵欢笑。一
位游客感慨道：“这里的动物太可爱了，
园区环境也特别好，辽源动植物园真是
一个亲近自然的好地方！漫步于动植
物园中，绿树成荫，花香四溢，仿佛置身
于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随后，旅行团一行来到了黑金小
镇。这座在原废弃道岔厂工业遗址上
改造升级的综合性文旅创新主题乐
园，以“黑金”为文化主线，融合了工业
记忆与未来科技。在时空要塞区域，

“辽源之眼”摩天轮吸引了众人的目
光，游客们乘坐摩天轮将辽源城市风
光尽收眼底。机械乐园里超炫过山
车、激流勇进等刺激项目，更是让游客

们尽情释放活力，现场尖叫声、欢笑声
不断。团队中的一位游客兴奋地说：

“黑金小镇太好玩了，工业文化和现代
游乐结合得太妙了，玩得很过瘾！”

近年来，西安区深度挖掘辖区内
工业遗址、生态景观等优势资源，不断
提升西安区文旅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同时，精心整合辖区内景点，打造出多
条特色鲜明、贯穿多元景观的旅游路
线。下一步，西安区将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理念，不断完善旅游配
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加强文旅产品
创新，持续增强文旅发展内生动力，吸
引更多游客走进西安区，领略这里独
特的魅力。 （西轩）

黑龙江旅行团走进西安区
体验特色文旅魅力

为确保辽源市排水管路更新改造工程顺利进行，

需对康宁大街及多寿路的部分路段进行全幅路面封路

施工。封路期间，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按照交通引导

标志、标识的指示绕行，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一、2025年 6月 16日至 7月 9日对康宁大街（谦宁

小学——县医院双桥南侧）进行全幅路面封闭施工。

二、2025年 6月 16日至 6月 19日，每日晚 20：00至

早5：00对多寿路与健康路交汇处——多寿路与长寿街

交汇处、人民大街与西宁大路交汇处——市就业局路

口进行全幅路面封闭施工。

特此通告。

辽源市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6月12日

封 路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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