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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1 日上午，学校在图书馆
522报告厅召开2023年度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会议。全体校领导出席会议，全体处级干部
及党政办公室、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校纪委
（监察专员办公室）全体科级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由校长孔留安主持。

校纪委书记、监察专员朱春阳传达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全会精神和省委书记楼阳生同
志在十一届省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全会

精神，回顾 2022 年纪检监察工作，分析问题
不足。

朱春阳强调，2023年纪检监察工作要抓
住五个方面的重点：一是推进政治监督具体
化精准化常态化，确保中央、省委和校党委决
策部署落实见效；二是做实做细日常监督，提
升监督的精准性实效性；三是全面加强纪律
建设，一体推进“三不腐”；四是驰而不息纠

“四风”树新风，持续巩固作风建设成效；五是
加强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纪检监察

铁军。
校党委书记王洪彬以大党独有难题的形

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为重点，宣讲习
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并讲授《保持战略定力 坚持严的
基调 为“双一流”大学创建提供坚强政治保
障》专题党课，安排部署 2023 年全面从严治
党工作。

王洪彬强调：一要保持清醒坚定，以强大
的政治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刻感悟

新时代十年党坚持自我革命、赢得历史主动
的非凡成就，进一步增强捍卫“两个确立”、做
到“两个维护”的自觉；要牢记三个“更加突
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真正把规矩立
起来、体系建起来、责任贯通起来；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保持战略定
力，永远吹冲锋号，当好“窑洞之问”的新时代
答卷人。二要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学校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基础。2022年，校党委坚
持严的基调，突出政治引领，以党建“第一责
任”引领保障发展“第一要务”，为“双一流”大
学创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中心工作
提供坚强保障；以接受省委巡视和巡视整改
为契机，补齐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短板弱项，下
大力气解决了一批大事要事难事；但对标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工作还存在不足，要克服

“松劲歇脚”心态，抓好2023年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三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一刻不
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旗帜鲜
明讲政治，切实推动党的二十大关于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推进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在
学校落实落细落地；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
铸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要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和组织功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
束并重，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强化作风
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把师
德师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要落实“清廉河
南”部署，创建清廉学校，一体推进“三不
腐”。要加强政治监督，建立健全协同监督机
制，抓实巡视整改，加大巡察力度。

孔留安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
委二次全会、十一届省纪委三次全会精神，
持续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学习宣传教育，把全
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进
行到底；要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行
动自觉，把管党治党各项工作抓常抓长、落
细落实；要始终秉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高
质量党建对“双一流”大学创建的引领和保
障作用。
（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供稿 摄影 骆保恒）

学校召开2023年度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黄河，古称“河”、“大河”，宛如一条巨龙，横亘
在中华大地的北方，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
的卡日曲发源，呈“几”字形，曲折流经青海、四川、
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省（自
治区），最后汇入渤海。按干流长度计算，黄河全
长5464公里，是我国第二大河流，也是世界第五大
长河。除干流外，黄河还有白河、黑河、洮河、湟
水、祖厉河、清水河、大黑河、无定河、泾河、渭河、
汾河、洛河、沁河、大汶河等主要支流相继汇入。

黄河拥有众多的支流，流域总面积约75.2万
平方公里。习惯上，人们把黄河流经省区所影响
的地理生态区域称之为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位
于东经96°～119°、北纬32°～42°之间，东西长
约1900公里，南北宽约1100公里。1986年以后，
修订黄河治理开发规划期间，决定将黄河流域范
围内的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计入，黄河流域
面积修订为79.5万平方公里。《中国河湖大典》将
黄河流域面积统计为81.34万平方公里，包括鄂尔
多斯内流区4.65万平方公里和沙珠玉河0.83万平
方公里。

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滔滔黄河水滋养
了两岸流域的广大人民，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
文明。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在
黄河流域从事生产和生活了。根据田野发现的古
人类资料，蓝田人最晚在五六十万年前就生活于
今天陕西蓝田县的公王岭一带；大荔人二十万年
左右以前生活在陕西省大荔县甜水沟附近；丁村
人十多万年前生活在山西省襄汾县城南的汾河河
谷地带；许家窑人距今约十万年以前生活在山西
阳高县许家窑村东南地区；许昌人八到十万年前
就已经在颍河岸边生息；河套人距今约四五万年
前生活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的萨拉乌苏河
河岸。考古调查发现，从青海的湟水流域到山东
的大汶河两岸，分布有数以百计的古人类遗址，如
马家窑遗址、齐家坪遗址、丁村遗址、半坡遗址、蓝
田遗址、仰韶村遗址、山东龙山镇遗址等，充分展
示了远古时代先民们的历史足迹。

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黄河中游地区出现
了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仰韶文
化。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
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名。仰韶文化分布在整个黄
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至河南省之间均有遗址
发现。在黄河中游地区的西安半坡村曾发掘出黄
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社会母系氏
族村落遗址，存在时间为距今6000年左右，被定名
为仰韶类型的半坡文化。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
格最高且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距今4000年
前至4500年左右。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
西、陕西等省，还分布着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
遗存——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黄河中游的河洛
地区也发现了距今43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陶
寺遗址，以及距今3800年左右被称为“夏墟”的二

里头文化遗址。因此，黄河流域的中部地区很早
就成为华夏先民活动的核心地区。绵延至今的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
文，上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

‘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铭文中的“中
国”即是指成周，位于今洛阳地区。有学者认为，
古代的“中国”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华
夏民族形成之初，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
是把自己统治的核心区域视为“天下之中”“中央
之城”，即“中国”。在商朝时，“大邑商”即商王所
居的都城就是“中国”。从周初开始，以黄河流域
为中心的华夏地区才开始被称为“中国”。黄河中

游黄河与洛水相交汇的河洛地区成为“最早的中
国”，五帝时代、夏、商、周主干王朝的中心区域均
在此处。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
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里是先秦乃至唐宋时期
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领先地区。

黄河流域是较早出现农事活动的地区。新石
器时期，这里就逐渐产生了大量农业聚落，并形成
了众多血缘氏族部落。根据古代文献传说，这些
大型部落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为强大，发
展成强大的氏族部落联盟。后来，黄帝取得盟主
地位，“监于万国”，“时播百谷草木”并融合其它部
族，以后历传帝喾、帝尧、舜、禹等代，绵延发展，形
成“华夏族”，繁育出遍及中华大地的华夏子孙。
因此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恰如其分。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城
市鳞次栉比。这里能成为中国文明最先繁荣起来
的地方，黄河功不可没。黄河水为人们提供了丰
富的水资源，从上游携带下来的泥沙，淤积成万里
沃野，成为农业发展最好的养分。黄河水道为人
们的水上交通提供了方便，使手工业与商贸得以
发达，城镇星罗棋布。在我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
中，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建设起西安、洛阳、安阳、郑州、开封等古
都，孕育了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
化等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
既经历了自身长期的发展演变，又充分吸收了周
围地带的文化精华，终于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主
流。总之，黄河文明代表着中华文明中最具影响
力的主体部分，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
族共识、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根基。

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大河文明，也是黄土文明、

农业文明。水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水利资源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中均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尤其是在传统农业
社会，水利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更关乎社会稳定
和国家兴衰。早在大约公元前2600 前至2100 年
间的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平原出现的早期
城邑中，人们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水利技术，在
城内挖掘水井以供居民生活供应，城外开凿壕沟
以便排水与防护。相传大约在4000多年前，黄河
流域洪水肆虐为患，舜帝派大禹来整治洪水。大
禹一去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采用改“堵”为

“疏”的办法，最终战胜了洪水。大禹也因治水有

功，众望所归而继承帝位，从而建立了夏朝。有关
洪水和大禹治水较为完整的记述见于《尚书》《国
语》《孟子》《淮南子》《史记》《汉书》等文献。近年
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地质学调查，也多证实洪水
是真实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大禹治水并非虚
构的故事。当时大禹治理的主要对象就是黄河，
据说他开凿龙门，使黄河水南到华阴，东下砥柱、
孟津；鉴于黄河流经中下游地区水流湍急，泛滥成
灾，禹又开凿了两条河流，分其水势，还在下游疏
浚了多条河道，疏导黄河水东流入海。水患平息
后，人们纷纷从高地搬回平原，大禹又带领人们开
凿河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使黄河两岸成为华夏
先民生息繁衍的沃土。大禹治水的精神代表了几
千年来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民族精神。

由于黄河流域历史悠久的农业生产基础，我
国最早的水利灌溉工程也出现在黄河流域。《诗
经·白华》记载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描述了西
周时期公侯稻田利用灌溉设施的情景。战国时
期，西门豹为邺令，曾在黄河支流漳河开掘十二
渠，引漳水灌溉农田。西门渠使邺地漳河两岸人
民安居乐业，西门豹受到了当地民众的世代纪
念。今天河南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北丰村仍存有
西门豹祠。秦国在关中地区兴修郑国渠，该灌溉
工程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
达300余里。工成以后，由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形成自流灌溉系统，浇灌农田四万余顷。秦以后
历代继续在这里完善水利设施，先后历经汉代的
白公渠、唐代的三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
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和通济渠、清代的龙洞渠、
民国时期的泾惠渠等，对关中地区农业发展发挥
了难以估量的价值。

中原地区魏惠王下令开凿鸿沟，西起荥阳，引

黄河水为源，向东流经中牟、开封，折而南下，入颍
河通淮河，把黄河与淮河之间的济、濮、汴、睢、颍、
涡、汝、泗、菏等主要河道连接了起来。鸿沟是引
黄灌溉的重要水利工程，对当时各诸侯国及后世
兴建水利设施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黄河两岸
人民在湟水流域、河套平原、渭河流域、汾河流域、
伊洛盆地、沁河流域、汴河流域等陆续修建大量水
利工程，为农业发展与社会稳定奠定了长期有效
的保证措施。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左内史倪宽
主持修建关中六辅渠，浇灌郑国渠上游北面地势
较高的农田。为了使有限的水源得到充分利用，

发挥最大灌溉效益，倪宽主持制订了用水法规，
“定水令以广灌田”，规定上下游、领地之间一律按
照水令用水，从而上下相安。该“水令”是我国最
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水利法令，在中国农田水利管
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都
把黄河及其流域内河流的治理与水利灌溉作为重
大政事加以管理。因为水利就是农业的命脉，也
就是国家的命脉。水利的兴衰，关系到国家民族
的兴衰。历史上的这类教训数不胜数。

黄河在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与神灵崇拜中也
占有重要的位置。古人把有独立源头，并能入海
的河流称为“渎”。《尔雅·释水》说：“江、河、淮、济
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就是说长江、黄
河、淮水、济水奉为四渎的原因是这四条水系均注
入大海。《汉书·沟洫志》则指出：“中国川源以百
数，莫着于四渎，而河为宗。”把黄河视为“四渎之
宗”。从西周时期开始，四渎神就已作为河川神的
代表，由最高统治者定期进行祭祀。《礼记·祭法》
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
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官府在全国各
地修庙祭祀，据《风俗通义·山泽》记载，祭祀河神
的庙在河南荥阳县，河堤谒者掌四渎，礼祠与五岳
同。尽管“四渎”之说及其祭祀制度出现较早，不
过直到汉宣帝时期才逐渐成为常礼。据《汉书·郊
祀志》记载，“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
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祈为天下丰年
焉”。之后，唐、宋、元三代朝廷屡次加封四渎名
号。唐代天宝六年（747年）诏封河渎为“灵源公”，
济渎为“清源公”；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诏封河
渎为“显圣灵源王”，济渎为“清源王”；元代至元二
十八年（1291年）加封河渎为“灵源弘济王”，济渎
为“清源善济王”。民间各地更是把河神、龙王、乃

至治河有功的先民作为崇拜对象，建庙塑像，祭祀
祈祷。使之成为古人意识形态中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自古多洪泛。早在上古
时期黄土高原就已经千沟万壑，黄河水夹带大量
泥沙滔滔不绝东流入海。一方面，黄河在中下游
造就了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为我们中华先民
提供了优越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黄河周
期性地泛滥，以“善淤、善决、善徙”，频繁决溢改
道，给中华民族，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带来
了深重灾难。历史时期，黄河流域内的经济社会
兴衰与水利事业、黄河治乱始终关系密切。据有
关资料统计，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花园口决
堤的两千五百多年间，黄河洪水肆虐、决口泛滥年
数有543年之多。1949年以前有历史记载的黄河
中下游决口泛滥多达1500余次，造成的重大改道
9次，较大改道20多次，水灾波及范围，北达天津，
南及江淮，纵横区域25万平方公里，黄河“三年两
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母亲河长期以来成了“中
华之忧患”。黄河的决口改道不仅仅是自然因素
造成的，历史上也有多次出现人为因素造成的决
堤，甚至多次出现以水代兵的荒唐现象。每次黄
河决口改道，都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
失。由于地理气象关系，黄河流域的旱灾也非常
严重，仅清代267年中，就发生旱灾201次。与洪
涝灾害作斗争，成了黄河流域大地上人民生死存
亡的头等大事。

正因如此，在这片充满机遇与危难的土地上，
先民们始终在与自然拼搏，兴修水利，建设家园。
从大禹治水开始，历朝历代与黄河作斗争，积累了
丰富的黄河治理经验。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
元70年）王景主持治河，筑堤1000多里，并修复汴
渠，使河汴分流，以后黄河九百多年未有大的改
道。北宋熙宁年间，在兴修灌渠的同时引黄、汴、
滹沱等河泥沙放淤肥田，并引山溪洪水淤灌，仅开
封附近放淤面积达5800多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
大的一次引浊放淤。明代潘季驯主持河务，创造
性地提出了“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思想，大
修堤防，固定管道，取得了黄河治理与开发的巨大
成功，对近代的黄河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亿
万黄河子孙，世代劳作开垦，不仅在此建成了广阔
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而且创造出了从甲骨金文开
启，以诗书礼乐为荣的黄河文明，也就是灿烂夺目
的中华民族核心文化。

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
□ 人文学院 王云红

本报讯 2月18日，第二十一届微软“创
新杯”全球学生科技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
郑州落下帷幕。我校由软件学院孙立功副
教授指导，黄志泉、李灿、高湘磊、张凯 4名
本科生组成的“识农‘照’丰年战队”荣获大
赛冠军，并将代表中国参加 Imagine Cup 微
软“创新杯”全球学生科技大赛总决赛。这
是河南省高校首次获得此奖项。

微软“创新杯”全球学生大赛创始于
2003年，旨在鼓励青年学生发挥想象和创
新能力，投身科技创新，已成为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学生科技竞赛，有超过 100,000名来
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参与，并得到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 的 支 持 。
Imagine Cup大赛为全球青年学生提供一个
激发技术创新潜力和利用科技创新解决社
会面临的实际难题的平台，向学生展示科
技为真实世界所带来的各种机会，使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生沟通和交流他们的科技创
新体验。

本次参加“创新杯”中国区总决赛的26
支队伍，是从全国初赛时的 5240支队伍中
历时6个月层层选拔而来的，涵盖了智慧农
业、智慧医疗、智慧空间、无障碍技术、碳中
和等应用场景。我校软件学院“识农‘照’
丰年战队”研发的产品“识农病害”小程序，
利用手机对农作物拍照，系统就能对植物
病害进行精准识别和分析，并给出解决建
议，这等于拥有了一个 24小时在线的农业
病害问题专家。该团队以河南省赛第一名
的成绩进入决赛，与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重点高校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同台竞
技，历经三天的激烈角逐，杀入7强，在最终的路演排位赛中
脱颖而出，一举夺魁，充分体现了我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成效。 （通讯员 裴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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