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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四川省“三下乡”
示范活动走进开江宣汉等地

本报讯（记者 卢瑶）1月24日，2024年四川省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示范活动在达州市开江县、宣汉县开展。

在开江县活动现场，方言小品《你是我的眼》将目光
聚焦于儿女如何关爱农村空巢老人，感人肺腑的剧情、自
然真挚的表演，引起老年观众的广泛共鸣；在舞蹈《英姿》
中，川妹子们倾情演出，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魅
力；魔术《新年好》一边用诙谐的语言与观众互动，一边以
专业的表演让观众惊叹……观众席里不时爆发出热烈的
掌声和笑声。

在宣汉县活动现场，围绕演出场地，整齐排列着29个宣
传展位，工作人员都热情地向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

“青脆李想要果子长得大，千万要舍得疏果。”在宣汉
县农业农村局的展位前，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蒲旭
正在向家中种了青脆李果树的徐大爷传授果树管理“秘
诀”。徐大爷听得连连点头，临走前，又拿走一沓宣传单。

“老人家，你今后要清淡饮食哦。”在宣汉县第三人民
医院的展位前，市民们排着队等待测量血压。医护人员一
边为他们记录血压数据，一边给出健康提示。

1月24日当天，2024年四川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示范活动还在广
元市旺苍县、昭化区
同步开展。

今日看点

让文明新风
吹遍城乡

连日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崇德向

善·周礼宝鸡”文明实践宣讲队走进社区、机

关、校园、企业、乡村，分别围绕“周礼文化”

和“文明交通”“文明办公”“文明旅游”“文明

餐桌”“文明上网”等主题，通过“板凳课堂”

拉家常、进村入户“庭院会”、田间地头“零距

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对象化、分

众化、互动化宣讲。引发群众的强烈共鸣。

B2 文明实践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述评

◎ 新华社记者姜琳 叶昊鸣魏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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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推一站式
调解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 姜琳 黄垚）记者24日
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加
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六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
调解工作的通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调解仲裁管理司司长王振麒在
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
获得就业机会，但相较传统稳定的劳动关系，新就业形态
更多呈现“弱管理、强自主”特性。其劳动纠纷调查取证
难、事实认定难和法律政策缺位等问题突出，导致劳动者
仲裁、诉讼维权难度大。

“对此，我们整合优势资源，汇聚多部门力量，着力开
展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目的就是提供
更便捷的调解服务，为劳动者降低维权成本，解决投诉无
门问题。”王振麒说。

通知要求，平台经济活跃、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较多
地区的人社部门、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工会、工商
联、企业联合会等应当加强合作，探索构建新就业形态劳
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工作模式。

各调解组织依法依规受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企业
之间因劳动报酬、奖惩、休息、职业伤害等劳动纠纷提出
的调解申请，遵循平等、自愿、合法、公正、及时原则，综合
运用不同类型调解，促进矛盾纠纷实质化解。

一站式调解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结束，双方当事
人同意延期的可以延长，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5日。经过
仲裁审查或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995家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调解服务。

田园画卷

近年来，四川省广安市广
安区不断加大惠农政策力度，
提高种植业主和农民发展粮
油产业的积极性，同时打捆投
入涉农项目资金，整体提升乡
村人居环境，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图为 1 月 22 日，广安
市广安区花桥镇粮油产业园
区内，嫩绿的油菜苗与错落有
致的农家院落、平坦整洁的产
业道路，构成一幅美丽的冬日
田园画卷。 张国盛 摄

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425万
亩，全省粮食产量达到718.8亿斤，新增农
机装备30万台（套），新建农产品产地冷藏
保鲜设施1000座，新创建国省级农业园区
95个、产业集群21个、产业强镇66个，新
创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2个，新改建农村
公路1.9万公里……今年四川省政府工作
报告里的这组数据，印证着2023年四川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取得的成绩。

奋斗铸就辉煌，实干赢得未来。新的一
年，如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希望的田野
上续写美好幸福故事？出席四川省两会的
代表委员们围绕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关
于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为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积极献
智献策。

四川省人大代表、攀枝花市仁和区平
地镇迤沙拉村党总支书记毛建桦履职7

年，始终关注着乡村振兴这一主题。迤沙拉
村是全国文明村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长
期的彝汉交往和融合，在村中形成了独具
风情的俚颇民俗文化。近年来，迤沙拉村不
断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以文化为根基，
大力发展具有彝寨民族特色的乡村旅游，
积极开展“我们的节日”等各类群众性文化
活动，打造攀枝花市家风教育基地，注重家
庭家风家教建设，持续推进乡风文明，不断
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现场聆听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后，毛
建桦最关注的是报告中提到的“支持攀枝
花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和“统筹推进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不
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富，更是百姓精神
文明的共富。乡村全面振兴也应是物质文
明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振兴，既要富口
袋、又要富脑袋。”毛建桦表示，迤沙拉村

将抓住发展机遇，持续做好乡村旅游，同
时继续抓好优秀历史文化挖掘、移风易
俗、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各项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持续擦亮迤沙拉村全国文明村镇的

“金字招牌”。
村道整洁、院坝干净、产业兴旺、乡风

文明……这是“大千故里”内江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的模样。“自前年底以来，内江市大
力实施农村面貌改善行动，在不到一年时
间里，全市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基础设施更
加完善，乡风民风更加淳朴。”说起过去这
一年内江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工作中
所取得的成绩，四川省政协委员、内江市政
协主席康俊滔滔不绝。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令我信心倍增。”今年参
会，康俊带来了一份粘泥巴、冒热气的《写好

“千万工程”四川答卷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提案，在他看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要聚焦小切口，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要坚
持‘把农村建得更像农村’的理念，全领域因
地制宜做规划，全覆盖抓实民居风貌改造，
全方位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全力度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全体系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全过
程落实推进保障机制，高质量推动全省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康俊还强调，乡风文明
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
入开展文明村镇创建，常态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引导村民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培育文明新风尚。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也是四
川省人大代表、遂宁市大英县卓筒井镇为干
屏村党总支书记郭琦关注的内容。郭琦认为：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仅仅要经济发展，物
质上富足，也要文明和谐，精神上幸福。”

（下转A2版)

四川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展开热烈讨论——

奋斗，在那希望的田野上
◎ 本报记者漆世平周洁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
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要准确
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夯实
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不断丰富人
民精神世界、涵养民族精神力量，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从“尔滨”爆火出圈到网红城市持续“上
新”，从“萌娃大串门”到南北大联欢……
2024年伊始，持续攀升的文旅消费热度，升
腾着经济发展温度，向世界展现着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气象。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不仅强调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而且认为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精神文明进步的单一
物质文明发展，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不符合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精神文明建设，反复强调坚持“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

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
然耸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重要位置，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向
更高水平。

自信中国，必胜信念更加坚定——打
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14
亿多人迈入全面小康生活，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两大精彩篇章同步书写，极大激发
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人民在历史
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
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
精神。

自强中国，奋斗精神更加昂扬——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
货物贸易国的同时，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教育
体系、社保体系，成为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
一。国家发展“致广大”的壮美画卷里，勾勒
出每个人“尽精微”的幸福坐标，凝聚起中华
儿女锐意进取、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100余年来党带领人民创造的伟大成
就、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跨越式发展、
新时代10余年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都充分证
明，两个文明的发展互为条件、相互促进、不
可偏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物质文
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
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
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关系”

一边是 2500 多年的古老街巷完整保
存，一边是瞄准科技前沿的现代企业日夜
繁忙。

“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
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
方向”。2023年7月6日，在苏州平江历史文
化街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含义
深刻。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紧密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统一于人的
具体实践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辩证的、全面
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关系”。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
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重大原则
要求贯穿始终。

物质基础“搭台”，精神文化“唱戏”。物
质文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坚实
基础——

放眼广袤神州，承载着精神文明的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全国已建成公共图
书馆超3300个，文化馆、博物馆超1万家。目
前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综合文
化站和90%以上博物馆都实现了免费开放。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没有新中国 70 多年发展积累的物质基
础，没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奠定的雄厚实
力，就不会有人民群众精神殿堂的巍然屹
立，精神文明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

需求牵引供给、激发文化活力。经济
多元化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更高要
求——

一家家演艺新空间蓬勃涌现，一项项跨
界新玩法引领风潮，一批批艺术新作品轮番
上演……“花式”创新的文化供给，不断满足
人们更多元的精神需求。2023年北京等多
地营业性演出场次、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人们对精神文化
生活更加看重，对文化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文化需求高品质、个性化的特点更加
明显。

文化“软实力”，提供“硬支撑”。以精神
文明发展，增强物质文明建设内在动能——

从《觉醒年代》《长津湖》《山海情》等影
视剧中汲取力量，以《领航》《我们走在大路
上》等艺术创作激扬豪情……一批批优秀文
化作品在产生良好经济效应的同时，凝聚起
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以文立心，以文弘业。加快推进高水平
文化建设、高质量文化供给，将加快释放消
费潜力、扩大经济增长空间，更将进一步增
强全民族的向心力、创造力，为我们战胜前
进路上一切困难提供强大动能。

（下转A2版)

2024年四川省两会特别报道

文化科技卫生
2024

海南新增
5家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本报讯（丁文文）1月22日，海南省旅文厅联合海南
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2023年海南省生态旅游示范区
名单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新增南湾猴岛生态旅游
区等5家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公告》显示，为推动海南生态旅游发展，根据《国家
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和《海南省生态旅游示
范区管理规程》要求，经评定和公示，南湾猴岛生态旅游
区、海南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白沙原生态茶园小
镇、昌江王下乡“黎花里”乡村旅游区、水满毛纳生态旅游
区达到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标准要求，授予2023年海南
省生态旅游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