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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在哈尔滨等地启动

◎11部门部署开展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

◎民政部要求做好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医药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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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出台意见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

值班编委 胡桂芳

2022年12月26日 星期一
第5665期

“征程万里，十年辉灿，赓续前行
功照。绿水青山，风和日丽，勃勃生机
俏。城乡巨变，日新月异，四海叹奇称
妙……”近日，在声情并茂的朗诵声
中，广东省肇庆市文联“红色文艺轻
骑兵”文艺志愿者走进端州区前进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将党的二十大精神送进千
家万户。

组建志愿者宣讲队伍、制作金句系
列网课、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
连日来，依托全省2.8万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广东推出一系列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习宣传教育活
动，一支支多层次、立体化、特色鲜明的
志愿宣讲队伍深入基层各个领域开展
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宣讲，同干部群
众面对面谈学习体会、谈思想认识、谈
贯彻落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
晓，在南粤大地落地生根。

组建特色宣讲队伍开展分
众化、互动化宣讲

“无论我们走了多远，都不能忘记
来时的路。”日前,在东莞市大岭山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对越自卫反击战
一等战功”获得者汤超荣站上讲台，将

自己参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故事和对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认识理解娓娓道来，
赢得与会人员经久不息的掌声。

从城市到乡间，从机关到企业，从
工厂到学校……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
神走深走实，广东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用“接地气”

“带露珠”的语言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讲述过去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新时
代新征程的奋斗目标，在全省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

在东莞，当地充分发挥各镇街、园
区“一把手”担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主任的独特优势，以各镇街、园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阵地，组建领
导干部宣讲团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

“书记讲堂”。
在云浮，全市972个村、社区广泛

开展“身边人讲身边事”百姓宣讲活动，
把讲道理和讲故事、讲事实、讲逻辑结
合起来，让百姓坐得住、乐意听、记得
牢，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云浮大地“燃
起来”。

在肇庆，当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开展“暖心大走访”活
动，县、镇、村三级志愿服务队上门与
群众“拉家常”，编印《二十大报告金

句》等“口袋书”作为入户资料发放到
群众手上。

在清远连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讲堂、“门
楼下微讲堂”、“榕树下小讲堂”、村级文
化室、小广场等场地资源，开展宣传学
习235场（次），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
层走深走实。

创新传播方式打造移动学
习平台

打开新媒体客户端，“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代表在基层”

“基层在行动”等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
专栏跃然屏上。从线下宣讲到线上传
播，广东各地广泛运用网络视频、网络
直播、网络交流等形式，创新传播方式，
拓宽传播渠道，着力营造网上浓厚的基
层宣讲氛围，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
入心、走深走实。

在惠州，惠东县充分利用各镇文明
实践所、村文明实践站宣传栏、文化广
场、大型户外LED屏等显著区域，刊播
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标语、主
题宣传画、宣传片，真正使党的二十大
精神抬眼可观、用心可感。

在广州，番禺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借助“学习强国”平台、番禺电台、乡
村大喇叭、“掌上番禺”APP等渠道，组
织门户网站、“两微一端”、番禺融媒等
媒体矩阵平台，开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专题专栏，将录制的音视频
在线上展示，打造移动学习平台。

在韶关，乳源融媒体中心利用文明
实践站的平台，用不同方言，录制了
1000多条党的二十大报告要点，在全
县100多个村播放。“为把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向深入，我们针对
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同特点，结合镇村实
际情况，分别采用不同方言，组织百姓
宣讲志愿者录制学习音频，把党的二十
大精神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出来。”
该中心主任马万里介绍。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政
治任务。”广东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领
群众、服务群众作用，持续推动党的
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让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真正成为“党的二十
大精神宣传站”。

广东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主阵地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粤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统筹推动文
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
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全社会弘扬劳动
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
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作为实
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是推动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核心力量。我们要
紧贴使命任务，坚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
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统筹文明实践、文明
培育、文明创建，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
精神面貌改善、农村全面发展。

在精神上“铸魂”，唱响时代赞歌主旋
律。要坚持党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绝对
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围绕党
和国家的重大节庆、重要活动和重大事
件，持续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要充分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媒体中心等
传播阵地作用，深入宣传党的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聚焦伟大成就、深刻变革、幸福生
活，弘扬爱党深情，凝聚奋进力量，为实现
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在道德上“立身”，培育乡村文明新
风尚。要注重农村道德环境氛围的营
造，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教育，凝聚村民道德共识。
要持续强化乡村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增
强农村群众尊法守法意识。要完善守信
激励、失信惩戒机制，推进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以农村群众道德素养的提升，
带动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

在文化上“植根”，挖掘传统文化新
元素。要深入挖掘和培植乡土文化根
脉，发掘蕴藏于其中的优秀文化元素，
倡导富有地域特色和优秀价值内涵的
乡村文化、民俗文化、节会文化，寓教于
乐、寓教于情、寓教于理，把文化资源转
变为育人环境，提升地域情感温度。弘
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推
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在情感上“加温”，开启志愿服务新
实践。要大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着力
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突出行业部
门的有效联动和资源下沉，探索开拓

“为民、便民、利民”新载体，努力营造
“民愿、民乐、民享”新环境，着力构建农
村互爱互助、共建共享农村新生态。要
针对不同群体的多元构成和多样化需
求提供相对应的志愿服务，用专业、精
准、快捷的服务模式创造品牌化价值。

在价值上“育人”，标定时代新人新

坐标。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四有”新人，广泛开展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举办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和“最美”系列评选活动，用榜样的
力量教育人、感染人、塑造人。积极发挥

“乡贤”在社会资源、道德修养等方面的
优势，发挥其在观念引领、道德示范、矛
盾调解与舆论引导等方面的作用。注重
农村青少年教育问题，关心关爱农村留
守儿童，发挥乡村“复兴少年宫”作用。

在气质上“焕颜”，打造美丽乡村新
家园。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以推进农村“垃
圾革命”“厕所革命”“风貌革命”为突破
口，持续开展美丽乡村文明风尚提升行
动。将产业布局、景观设施、道路绿化等
一体纳入环境规划，推动形成建设有
序、环境整洁、特色鲜明的乡村新风貌。
引导群众自发加入人居环境建设行列，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普及健康
知识，积极倡导科学、文明、卫生的生活
方式，着力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
生活品质，建设美丽幸福新家园。

本报讯（晋文）
12月22日，笔者从
省文旅厅获悉：山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促进
民间艺术保护传承
若干措施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提出，每年打造 10
个非遗旅游体验示
范基地。

按照《通知》内
容，山西省将从5个
方面着手，开展民
间艺术保护传承工
作。分别是开展民
间艺术普查、记录
和研究，培育特色
化民间艺术保护传
承体系，打造“晋”
字民间艺术品牌，
提升民间艺术活化
利用水平，推动民
间艺术广泛传播。

2023 年，山西
省将启动民间艺术
资源普查、民间艺术
数字记录、民间艺术
保护传承研究、民间
艺术文化标识培育、

民间艺术之乡保护传承、“艺术乡建”
探索工程、晋系列民间歌舞艺术品牌
工程、晋字号民间工艺美术品牌工
程、“晋戏晋曲”传承发展、民间艺术
传承体验设施建设等13个工程，切实
做到民间艺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提高活化利用水平。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对漆器、澄泥砚、剪
纸、木版年画、砖雕、泥塑等民间艺术
资源进行分类整理，提炼文化属性，
建立民间艺术基因库。支持艺术家入
驻特色村镇街区、中国传统村落、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保护场所，将
民间艺术与田园综合体、特色文化古
村落、乡村民宿度假区相结合，每年
在全省打造10个乡村文化记忆工程
示范点。

加强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和推广，
将山西民间吉祥图案文化、关公文
化、古建文化、传统彩塑壁画文化等
民间艺术融入旅游发展、产业开发、
网络购物中，形成规模效应。每年打
造10个非遗旅游体验示范基地。对
依托非遗旅游体验示范基地开展省
级非遗项目保护的省级非遗保护单
位，通过省级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给予
支持。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福
建三明，红色底蕴深厚，是一片书写
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热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2021年三
明市委市政府苏区为民办实事项目，
共为全市11个县（市、区）的14个老
区村安排群众急难愁盼项目14个，
总投资756.2万元，其中市财政补助
200万元，惠及老区群众1.28万人。
办实事项目已全部通过验收，老区苏
区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当地百姓的
幸福指数日益攀升。

作为为民服务的“连心桥”，三明
市聚焦“三提三效”、聚力真抓实干，
各县（市、区）民政局高度重视、扎实
做好市委市政府苏区为民办实事项
目，推进老区苏区乡村振兴，以实际
行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见效。

办好惠民实事“谋福祉”

这几日，清流县遭遇寒潮，降温
下雨。“自从道路硬化平整后，路上积
水没了，下大雨不影响大家出行。”清
流县龙津镇南岐村村民余清岐点赞
的这条路，正是通往窑上路段的硬化
机耕路面。

近年来，南岐村积极引导村民改
善种植结构，发展乡村旅游经济。对
村民来说，通往窑上的机耕路硬化成
为迫切需求。经过反复调研，这一民
生工程被列入2021年市委市政府苏
区办实事项目。

自从机耕路硬化完成后，雨天不
再泥泞不堪，晴天不再尘土飞扬，南
岐村受益村民500多人，受益耕地、
林地上千亩，村民们看在眼里，暖在
心头。

“以前碰到雨天，这条路全是坑
坑洼洼，车子很难开到果园。现在道
路修好了，方便我们拉肥料、拉毛竹、
拉水果，真好！”大家拍手称道。

念民之所忧，行民之所盼。办好惠
民实事，关键在于真正做到问需于民。

近年来，三明各县（市、区）民政局
严格按照项目服务规范，深入村组实
际调查、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召开局务
会讨论研究，先后筛选出一批群众最
急、最需、最盼的农村交通、水利、农
业、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切
实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

明溪县城关乡王桥村破溪组至
原坊组道路硬化、泰宁县朱口镇渠高
村下渠组至南坑界机耕路硬化等项
目……经过严格筛选，一个个被列入
2021年三明市委市政府苏区办实事
项目，成为全市上下重点攻坚任务。
项目建成后，不仅便利了当地百姓的
出行、耕作，也有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促进了老区农业发展。

守住惠民资金“钱袋子”

惠民资金要用在“刀刃”上，确保
落地见效。各县（市、区）民政局严格
遵守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确保专款专
用，管好用好惠民资金。

为做到程序合法、公开公平，三
明市实行项目公示、资金公告制度，
严格按照招投标法、合同法及工程监
理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保证项目建
设的透明度。

同时，有效统筹资金，保障项目实
施。2021年三明市委市政府苏区办实
事项目中，市财政补助200万元。为

“做大”财政资金杠杆，各县（市、区）充
分利用老区苏区的优惠政策，衔接财
政、发改、农业、交通、水利等相关部
门，做好办实事项目资金的整合、捆绑
和使用工作，实现“花小钱办大事、办
好事”。全市项目总投资756.2万元，带

动各方投资556.2万元。
以永安市青水畲族乡大桂线段公

路拓宽工程为例，这一项目决算总投
资83.85万元，其中苏区办实事项目补
助12.5万元，财政一事一议专项拨款
30万元，市交通局补助36.81万元，村
集体自筹2.73万元，投工投劳1.81万
元，多方资金投入保障了项目的顺利
实施，提升项目质量。项目建成使用
后，受益农户242户、总人口877人。

此外，三明市加强资金监管力
度，全市所有被列入苏区办实事的项
目都采用专业资质单位设计，由乡、
村领导负责，施工监督管理员、村民
代表全程参与，工程建设全部实行

“阳光操作”，项目建成后，都立碑纪
念。各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参与
项目验收，确保项目资金使用规范、
工程保质保量完成。

沙县区虬江街道茶丰峡大水湾
采摘园道路水泥硬化工程，就是规范
招标、科学设计、精心施工的“民心
路”，工程顺利完成后，受益人数1326
人，村民们走上了致富路。

助力老区乡村“焕新颜”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群
众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宁化县淮土镇大王村共10个村
民小组，13个自然村，419 户、1782
人，是凤凰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重
要组成区域。此前，大王村串龙排至
洋公庙通组公路仅宽2.5米，无法满
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这一路段拓宽工程被列入三明
市委市政府苏区办实事项目后，获得
15万元补助，采取资金拼盘的方式，
将串龙排至洋公庙段原有道路（主
路）由 2.5 米拓宽至 4.5 米并完成硬
化，主路总长约220米，其余分支路
也进行硬化，并修建浆砌挡墙等。工
程直接受益人数600余人，有效解决
了大王村村民日常出行和生产资料、
产品运输的问题，带动大王村种养业
发展，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下转2版）

近
日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印
发
《
关
于2022

年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试
点
验

收
结
果
的
通
知
》,

公
布61

处
试
点
建
设
的
湿
地
公
园
通
过
国
家
验
收
，贵
州
黔

西
水
西
柯
海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位
列
其
中
，正
式
成
为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该
湿
地
公

园
位
于
黔
西
市
境
内
，总
面
积490 .6

公
顷
，湿
地
面
积
为188. 5

公
顷
，湿
地
率

为38 . 4 %

，主
要
包
括
永
久
性
淡
水
湖
泊
、季
节
性
淡
水
湖
泊
、季
节
性
河
流
等
湿

地
类
型
，具
有
极
高
的
保
护
价
值
和
科
研
价
值
。图
为12

月25

日
，航
拍
黔
西
市

金
碧
镇
新
富
村
，此
处
的
湖
泊
属
于
水
西
柯
海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

周
训
超
摄

共创
美好新生活

福
建
三
明
：
倾
力
为
民
办
实
事

擦
亮
文
明
﹃
金
招
牌
﹄

卢
素
平
郑
连
华

铸精神文明之魂 聚乡村振兴之气
潘晓磊

每
年
打
造10

个
非
遗
旅
游
体
验
示
范
基
地

山
西
出
台
若
干
措
施
保
护
传
承
民
间
艺
术

生
态
建
设
见
成
效
湿
地
公
园
添
新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