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战线 全媒中心 独家报纸

精神文明网 报社官方微信

本报（精神文明网）网址
http://www.jswmw.com.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1-0055
邮发代号 61-19

向 上 向 善 创 建 创 新

精神文明报社出版

电子信箱：jswmb-bjb@163.com jswmb2016@163.com

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文明一脉汉中起
——“文明中国·看汉中”研讨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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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
整治短视频信息
内容导向不良问题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中
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信息内容
导向不良问题”专项行动，围绕短视频领域多
发频发的乱象，集中整治三类突出问题。

根据通知，集中整治的三类突出问题包
括：短视频传播虚假信息问题、短视频展示不
当行为问题、短视频传播错误观念问题。其中，
短视频展示不当行为问题方面，将重点整治

“色情擦边”行为、打造低俗人设、网红恶意营
销和展示高危行为。

通知要求，加强短视频平台管理。着力解
决短视频平台算法价值导向存在偏差、优质短
视频呈现不足等问题。优化流量分配机制，防
止“重指标轻质量”，片面以点赞率、转发率等
量化指标作为流量分配依据。

通知明确，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
短视频领域价值导向失范和不良内容多发等
乱象，督促短视频平台强化内容审核制度，全
面规范短视频功能运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的需求，推动形成短视频行业良性竞
争环境，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汉江从这里悠悠流
淌，绵延千里，润泽万物。

汉中，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不可小觑。
如何把中华文明传播得更远，把陕西文明实
践故事讲述得更好，是当地一直思考的课题。

近日，“文明中国·看汉中”研讨会在汉中
举办，与会的各地宣传部门负责人以及高校教
授、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媒体等代表进
行广泛交流，探索总结陕西文明的出圈之道。

理论指导
唱响文明创建的“主旋律”

“文化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动力，文明是文
化的一部分。”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陆卫明教
授，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文化和文明的关系。

如何用文化的力量培育文明实践？安康
市在重阳节举办“孝老爱亲日”主题活动，邀
请孝老爱亲代表参加，让他们接受礼遇和关
爱，用身边事感动身边人。牢牢把握依靠群
众、为了群众、惠及群众的工作理念，安康市
的文明创建工作由群众站着看到拍手赞，再
到一起干，唱响了文明创建工作的主旋律。

陕西文化底蕴深厚，文物遗址丰富，博物
馆门票常常一票难求。为了让群众沉浸式体
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陕西各博物馆

举办“华服日”活动，让人们既能身着传统服
饰、赢纪念门票，又能体验传统礼仪、传播中
华文明，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深入群众
找到文明实践的“金点子”

文明实践工作干得好不好，群众点不点
赞是关键。如何既能准确表达，又能让群众愿
意听、听得懂？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工作人员跑遍了田间地头，找到了解决问题
的金点子。

“文明大篷车”是志丹县一个响当当的志
愿服务品牌。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
任高昀说：“文明大篷车现在有多光鲜，起步
就有多尴尬。”一开始，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
多。为了打开群众心房，高昀和同事们走村入
户，改变了宣讲时间和地点，走进村头集市、
传统节日活动、表彰活动、婚礼现场等，一步
步吸引群众关注。

宣讲工作的起步阶段，大多是“台上滔滔
不绝，台下昏昏欲睡”，水杯、面巾纸、扇子等
小礼品发了一次又一次，群众还是不爱听。一
位退休老党员给出了建议：“陕北人爱听民歌
也爱唱民歌，他们曾用信天游歌唱共产党、歌
唱毛主席。今天，依然可以用信天游歌唱共产

党、歌唱新时代。”于是，一首首经过创编的新
时代信天游诞生了，新加入的歌词人们张口
就能唱，吸引力来了，群众也爱听了。

生动一课
让文明的声音更响亮

“碗里不剩饭，桌上不撒饭，一粒粮食一
滴汗，粒粒皆辛苦。”会议现场，与会人员在全
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呼秀珍的倡议下齐声朗
诵，做节约粮食的身体力行者。呼秀珍说：“全
国14亿人，如果每人都浪费一点粮食，后果
得多严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勤俭节约。”

在“中国好人”闫克元的心里，弘扬传统
龙舞技艺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因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丢。为此，他常年奔波在
外，给乡村、学校送去龙舞表演，培养后继人
才。在现场，已经76岁的他表演龙舞为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油鼓劲儿。

一次善举的力量有多大？三秦都市报社
副社长姬娜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中学时，受一
位爱心人士的资助，姬娜圆了大学梦。爱会传
递，也会持续扩散。如今，姬娜联合志同道合
的朋友，为更多人送去了关爱和温暖。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三秦大地宽广深远。
文明，将赋予这片土地更深沉、持久的力量。

“跟着共产党，阿佤人民唱新歌……”对着
直播间的镜头，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
马散村党总支委员娜能笑盈盈地唱起歌来，歌
声婉转，在群山间回荡。

在她运营的“西盟姐妹”直播间里，娜能向
网友展示了一个现代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
样子：翠绿的茶园、咖啡园错落分布，整齐划一
的独栋双层小楼上红旗飘飘，观光栈道、工艺
品展厅等旅游设施齐全，村民们跳起佤族特色
舞蹈，自在奔放。

马散村的幸福生活，是中国各民族和睦相
处、共赴美好生活的一个缩影。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引领我国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不断创新发展，促进各族人民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

——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
民族关系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昔日的苦窖水变成了甘甜的自来水，过去
的土坯房变成了崭新的砖瓦房，高速公路和高
铁通到了家门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民族地区3000

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
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小康，少数民
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
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2012年—2022年，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平均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平均增长10.2%。民族地区的人均寿命
大幅度提高，西藏人均寿命10年间提高了整整
4岁。通过脱贫奔小康，各族群众有了更稳定的
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更
优质的生活环境；通过脱贫奔小康，无数人的命
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

民族地区的内生动力极大增强。民族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强，一大批产业项目和产
业园区建设，让民族地区的发展后劲越来越
足。仅铁路一项，民族八省区10年增加了1.58
万公里。各族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
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用上了水冲厕所、互
联网，种地实现了部分机械化，各族群众信心
更足、干劲更足。

从雪域高原到塞外草原，从天山南北到西
南边陲，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蒸蒸日上，经济社
会发展日新月异，各族人民心向党，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
共筑中国梦”，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生动写照。

——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
度前所未有。

苍洱处处石榴红，籽籽同心爱中华。在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有一个由汉、白、
藏、纳西、傈僳等7个民族组成的郑家庄，尽管
民族、习俗各不相同，但各族群众却在交往交
流交融中形成了守望相助、团结一心的命运共
同体，有困难大家帮，有致富路子一起走，郑家
庄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民们说：“我们村
里7个民族相处和睦，大家都是一家人。”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面
深入持久推进。各地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
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
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前，多个民族成员组成的家庭越来越
多，各族群众互相帮助、相互欣赏、相互支持的
故事令人动容。近年来，为推动新疆各族群众
就近就地就业，援疆省市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通过引进1.5万余家企业进疆落户，带动当

地200多万人就业。
为顺应各族群众大流动、大融居的趋势，

我国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制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
政策，如促进东西部协作和对口帮扶政策等；
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帮助少
数民族群众融入城市，将他们纳入城市公共服
务体系，提供其所需要的各项公共服务，依法
维护其合法权益；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抓手和载体，国家民委联合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委
共同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
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计划”3项计划。促进边疆和内地青少年之间
的交流，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群众到东中部地
区来就业创业，推动东中部地区的企业和群众
到边疆民族地区兴业发展。

当前，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
度前所未有。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族离不开少数民
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
互离不开，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人民日报》李昌禹） “强基工程”系列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助推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12月12日，中国文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强基工程”——文艺助力
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工作推进会。“强基工
程”行动自实施以来，已在全国范围内面向基
层群众成功举办各类文艺演出、采风创作、百
姓宣讲、公益课堂等文艺志愿服务活动120余
项，覆盖22个省份。

“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
建设行动，主要围绕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推动基层文艺创作和生产、培训基层文艺人
才、开展文艺支教志愿服务等4方面任务进
行，着力用文艺形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提升
文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入推动基
层精神文明建设。 （《人民日报》王珏）

文艺进基层
居民乐开颜
近日，以“美好生活 共同

缔造”为主题的荆楚“红色文
艺轻骑兵”文艺惠民演出，走
进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花楼
水塔街江汉关社区。此次活动
由湖北省和武汉市文联、中共
江汉区委宣传部主办，来自湖
北省文艺志愿者艺术团的演
员们，为上千名社区居民表演
了 10 余个精彩的文艺惠民节
目，演出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图为青年川剧演员为社区居
民表演川剧绝活《变脸》。

李长林摄

“骑虎拍照”
岂是创收之举？

近日，网传的一则视频显示，广西某地一
马戏团让孩子骑在老虎背上拍照，收费为20
元一张。视频在网络上一经传播迅速引起广大
网民关注。随后，当地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组织人员对涉事马戏团进行调查，依法依规对
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
演出，并进行立案处理。目前，涉事马戏团已停
止演出。

编辑点评：为增加经济收入，演出团体
在演出期间设置一些收费的互动项目，这
样的创收之举本无可厚非。然而，此次涉事
的马戏团无视重大安全隐患，让孩子骑在
老虎的背上合影，虽然趴在铁床上的老虎
后肢用皮带固定，但拍照时它的前肢和尾
巴还在摆动，后面还有不少孩子排队等待，
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担忧和后怕。拿猛虎
创收，就是把观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当儿戏，
还有可能对动物造成伤害，必须及时叫停
和立案查处。

以“骑虎拍照”为代表的诸多违规违法营
业性演出行为，破坏行业形象，危害人身健
康，可谓隐患重重。各地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应
以此为戒，加强对当地演出市场的监管，对演
出项目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批，严禁无视安全、
低俗暴力等违规违法的演出或活动，杜绝类
似“骑虎拍照”等危险项目的出现。各类演出
团体也要始终保持安全意识，不能为了创收
而设置有安全隐患的演出项目。广大家长更
要进行反思，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任何时
候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重视孩子的安
全问题，对掏钱将孩子送入“虎口”的类似行
为予以坚决抵制，为孩子创造一个安全、健康
的成长环境。

今日看点

“文化+文明”

共融发展

A3 乡风文明

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紧紧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聚焦乡村文

化振兴，结合区域特色文化，坚持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积极构建“文化+文明”互

促互融新路径，全面谱写乡村文化振兴

和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新篇章。

四川省农家书屋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
在峨边县举行

本报讯（记者 卢瑶）12月13日，四川省农
家书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四川省乐山市峨
边县举行。会议通报了四川省2023年农家书
屋工作开展情况和2024年工作计划。

今年以来，四川省持续优化农家书屋内容
供给，深入推进乡村阅读，扎实推动融合共建，
改革创新成效明显。

内容供给方面，组织做好2023国家农家
书屋重点出版物目录推荐工作，四川省90余
种川版好书入选《2023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
物推荐目录》；及时制定印发《四川省2023年
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针对农民群
众学习新思想的迫切需求，及时为每个农家书
屋配备《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等重
点主题读物，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乡村阅读方面，创新举办2022“农民读书
月”示范活动，推广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我
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等
品牌活动，积极动员农民群众参与“我爱阅读
100天”读书打卡活动，参与人数超10万人次。

融合共建方面，持续推进农家书屋和公共
图书馆互联互通，10448个农家书屋作为服务
点纳入总分馆体系统筹建设；持续推广“农家
书屋+城乡学校”“农家书屋+团组织、+团属社
团模式”“应急广播+农家书屋”等共建模式，
推动农家书屋与青年之家、妇女之家、儿童之
家、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站等深度融合，打
造立体式“农家书屋”；依托农家书屋、残疾人
综合服务设施等建设“光明影院”、盲人阅览室
等；把农家书屋建设与乡村治理试点示范相结
合，积极开展乡村文体活动、时事宣讲、教育培
训等，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

改革创新方面，深入18个县、53个农家书
屋实地调研；建立浙江、四川农家书屋提质增
效东西部协作机制；创新制定试行四川省农家
书屋积分制管理办法；大力推进新华书店服务
农家书屋试点，累计为全省50个县（市、区）的
5800余个农家书屋提供图书配置和阅读服
务，完成21个示范书屋建设。

2024年，四川省将依托农家书屋开展形
式多样的公共服务活动，提升基层阵地复合利
用率，努力形成更多体现特色、让农民群众受
益的服务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