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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

流舆论、主流文化。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

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

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

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

新高峰。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充分发

扬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

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推动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探索文化和科技

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

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

化发展优势。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

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

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

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

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重视发挥文

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

奋发的精神气质。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完

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

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

政策环境，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

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高扬中华民族的

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

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深入挖掘和

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

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持敬畏历史、热爱

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

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

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

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国际传播格

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

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更加主动地宣介中

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广

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

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

成果。

习近平最后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是全

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加强党中央对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

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干部配备、人

才培养、资源投入等工作，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

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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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日，章贡区沙河镇龙村村民李天

汶在劳作半晌后回到家中，旋开水龙头，

清澈的水哗啦啦涌出，他捧起一把水，爽

快地洗了一把脸。“以前，我们家喝的水

都是从山上接下来的，每逢大雨时，水管

就堵塞，水质也不好。如今，每家每户都

通上了自来水，实在是太方便了！”李天

汶开心地说。

在农村，打开水龙头便能流出源源不

断的清水，这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域、城乡

一体、多源互补的城乡供水现代水网。

近年来，章贡区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逐年加大农村饮水安全资金投入，

通过推进供水工程规模化、管理手段信息

化和供水服务均等化，不断提升城乡供水

一体化水平。

据了解，章贡区农村供水人口达12.52
万人，建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115处，其中

城市自来水管网延伸工程 1处、小型供水

工程 18处、分散式供水工程 96处。目前，

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58%，规模化

工程服务人口比例为 90.07%。全区农村

地区基本形成以城市自来水为主，小型集

中供水、分散式供水为补充的供水体系，所

有农户均已实现饮水安全。

近日，笔者走进沙石镇新建村芒头坑

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现场，看到维养人员

梁伦海正全神贯注地对进水池、过滤池、输

配管道以及消毒设施进行日常巡查作业。

“我们的日常工作职责主要是对村里

小型集中供水设施进行维护与检修，每周

会进行一次全面巡查，蓄水池、过滤池一个

季度也会清理一次。”梁伦海介绍，目前水

源消毒采用的是全自动化的紫外线消毒方

式，过滤器则是全自动反冲洗。

供水若要得当，精心维护不可或缺。

为全力保障农饮工程的正常运转，章贡区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对全区小微集中式供

水工程，以及应急备用水源工程，按照“一

点一册”要求整理维修养护相关照片、视频

等工作台账。

章贡区水利局工作人员王炤华表示：

“在农村饮水安全方面，我区实施了专项债

项目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及小型集中供水

工程提升改造，如在沙石镇、水西镇、沙河

镇等地，投资建设了城市自来水管网延伸、

加压供水及智慧一体化泵站等工程，且大

多已完工或进入收尾阶段。同时，委托公

司对全区小微集中供水及应急备用水源工

程进行维修养护，并畅通农饮舆情监督投

诉通道。”

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近年来，章

贡区利用专项债资金持续推进城市自来

水向远郊农村地区延伸覆盖，通过推进城

乡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建设，因地制

宜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改造等

三种建设模式，最大程度实现城乡供水同

源、同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让章贡畅

流幸福之水，彻底打通农村饮水安全“最

后一公里”。

让乡亲们喝上放心水
——章贡区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事

□何文强 袁月

本报讯（记者钟雅欢）“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召开，新编的快板说起来，北京

传来好声音，全会《决定》振人心、振人

心！”10月 28日下午，赣州市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内响起快板声，崇义县宣讲队带

来快板宣讲《全会决定振人心》。这是继

10月上中旬在兴国县、崇义县分别举办

河东片、河西片的专场巡讲活动后，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赣州市文明实践员

基层巡讲活动的第三场示范巡讲活动。

市领导钟小武出席。

据了解，此次巡讲活动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主办，分片区举办了3场，共

13名文明实践员参与，是全市 4300余名

文明实践员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他

们创新宣讲形式分享了优秀中华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文明实践的有机融合，用“以

茶代宴”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推动移风易

俗，用山歌唱出老区人民铭记党恩，以及

永远拥护党、跟党走的决心；他们用饱满

的热情、鲜活的案例，给观众带来一场精

彩生动的宣讲盛宴，展现了我市文明实

践员锲而不舍、奋发昂扬的精神风貌。

此次活动是基层文明实践员们传播新思

想、引领新风尚的一次生动实践，激励了

文明实践员们学在前、干在前、讲在前，

把党的创新理论传到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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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温京燕）10月28日，全省生态综合补

偿工作经验交流会在石城召开。来自省市县财政、自然资

源、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1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生态综

合补偿的创新路径与成功经验。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生态退化地区治理

处处长宋元媛对《生态保护补偿条例》进行了解读，并介绍

国家相关政策动向，各有关省直部门及赣州、抚州、石城、婺

源等市县作经验交流发言，分享在生态综合补偿工作中的

先进经验和创新做法。当天，与会人员还参观了赣江源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九寨温泉及生态馆等地，并对石城县生态

综合补偿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石城县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先后获评国家“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国家卫生县、江西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江西省森林城市、江西省美丽宜居示范县、江

西省生态县，全县 11 个乡镇获评省级生态乡镇。近年

来，石城县深入推进全国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建设，大胆

探索“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态发展路径，促进生态和

经济互哺双赢，绘就一幅生态美、百姓富、产业优、机制活

的生态综合补偿新画卷。截至目前，该县森林覆盖率达

76.01%，湿地保护率达 82.16%，境内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个、国家湿地公园 1个、国家级地质公园 1个、省级森林

公园 3个。

全省生态综合补偿工作
经验交流会在石城召开

近日，安远县城市社区的老人小孩一起参加“老教幼学”活动。该社区搭建了“一老一小”的沟通桥梁，组织开展“老教幼学”互

动学习、书画文化传承、家庭关系教育等老幼代际融合活动，促进老幼群体之间的多重互动，进一步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刘思婷 摄

本报讯（记者钟雅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擦亮赣州全国文明城市金字招牌，10月
28日，“厚德赣州 文明有礼”十大文明风尚引导行动暨“我

为文明代言”系列活动在赣州军门楼广场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由赣州市委宣传部、赣州市文明办主办，市委

社会工作部、市委网信办、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文广旅

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审批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

局、市城市住房服务中心协办，赣州市融媒体中心、赣州文

化传媒集团承办。

发布仪式现场公开发布了“厚德赣州 文明有礼”十大

文明风尚引导行动的主题标识、宣传片、公益海报等内容。

主题标识以“厚德赣州”为主题，运用印章形式进行表现。

印章风格的标识给人以庄重大气之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稳重、强烈的文化属性。深红色代表着真诚、热情洋溢，

契合赣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主题宣传片以游客视角全面展

示了赣州“红色故都、客家摇篮、江南宋城、阳明圣地”四张

城市名片，同时巧妙将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文明

信用等十大文明风尚引导行动内容交织其中。透过这一帧

帧画面、一个个文明行动的瞬间，展示“全国文明城市”赣州

最靓丽的文明底色。公益海报设计围绕十大文明风尚引导

行动重点内容，通过鲜明、生动、形象的图景，并配以简明扼

要的解读文本，充分展示了赣州市民的文明形象。为向广

大市民群众推广好“厚德赣州 文明有礼”十大文明风尚引

导行动，赣州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我为文明代言”系列

活动，包含“文明Citywalk”打卡、“我为文明赣州打 call”网络

传播、“我为文明赣州打 call”联名宣传等主题活动，其中现

场通过短视频发布了“文明Citywalk”打卡地图。同时，赣州

市融媒体中心《630播报》栏目还将开设《我为文明代言》专

栏，邀请各行各业的模范代表和普通市民为文明赣州代言，

在全社会形成“我为文明代言”的新风潮，让赣州文明之花

绽放得更加绚烂。

“厚德赣州 文明有礼”十大
文明风尚引导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刘晓慧）10月 28日，“赣行万里 博爱无

疆”项目捐赠仪式在赣州市政中心举行，齐鲁制药通过赣州

市红十字博爱基金会为“赣行万里·博爱无疆”健康教育行

动捐赠资金105万元。

为助力健康赣州建设，赣州市红十字博爱基金会联合齐

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联合发起“赣行万里·博爱无疆”健康

教育行动。该行动为一年一资助，首批资金105万元，主要用

于资助赣州各地肿瘤领域、呼吸抗感染领域的医疗卫生机构

医务工作者，通过线下或线上的形式，开展专家基层授课、科

普讲座、患者教育以及义诊、健康筛查等公益活动，该行动将

加强市县交流，促进医疗信息共享，促进医患之间互动，提升

医疗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齐鲁制药捐赠105万元助力健康赣州建设

本报讯（记者廖福玲 通讯员钟律
赖裕辉）为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三年行动，近日，赣州市交通运输局在信

丰县举行全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大比

武”竞赛活动。

来自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及赣州经

开区、赣州蓉江新区经发局、市交通运输综

合服务中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的22支代表队，参加了本次竞赛活动。本

次竞赛活动坚持“文武并重”，遵循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原则，设置了业务理论知识测

试和安全监管现场检查两个环节，赛前还

邀请第三方安全专家为参赛选手授课。

此次比武竞赛活动，加强了各参赛队

伍之间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的切磋与交

流，达到“以竞促学、以比促教”的目标。

经过激烈的比拼，信丰县交通运输局、赣

州经开区经发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赣州蓉江新区经发局、会昌县交

通运输局、南康区交通运输局的6支参赛

队伍脱颖而出，获得本次竞赛优秀等次。

我市举行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大比武”

本报讯 （记者
陈缘缘 通讯员邓
君） 近日，江西省首

个乡村振兴技能工

作站在兴国县挂牌

设立，这是深圳市福

田区与兴国县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举措。

据悉，福田区与

兴国县双方将依托

该站点，着力开展

“技能培训+人才输

送”的协作新模式。

兴国县拥有莼菜、生

姜、茶油、艾草、食品

加工等优势主导产

业和丰富的历史文

化、民俗传统，该县

将依托技能工作站，针对性开展“新媒

体助力乡村振兴”培训课程，带动直播

电商发展，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和特色文

旅业高质量发展。福田与兴国双方还

将在就业促进方面着重发力，结合兴国

县“兴国表嫂”等特色劳务品牌，实现

“家门口就业”的同时，打造高质量劳务

协作品牌，持续为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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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全骑

行 文 明 出 行 ”暨

“三零一戴”主题宣

传活动在赣州万象

城广场举行。活动

旨在有效减少和预

防电动车道路交通

事故，广泛传播“人

戴盔、车上牌、行守

法”理念，全力塑造

骑行电动车“赣州

风尚”。本次活动

由公安部新闻传媒

中心指导，中国警

察网、赣州市公安

局主办，雅迪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支持。

图为民警为志愿者

佩戴安全头盔。

记者肖靓 通
讯员苏君 摄

本报讯（刘灵）“这座堵心桥变成了

顺心桥，我们的出行方便多了，感谢大柏

地乡纪委同志的帮忙，给我们办了一件大

好事。”近日，瑞金市大柏地乡杨古村村民

们走在月山下新修的桥面上，脸上洋溢着

喜悦的笑容。

此前，大柏地乡纪委在对大柏地乡杨

古村进行日常监督时，月山下小组村民

反映“桥面与路面的坡度太高，车子开不

过去，很不方便。”大柏地乡纪委迅速响

应，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月山下小组，通过

实地走访、听取群众意见、查阅相关资料

等方式，全面核实桥梁施工存在的问

题。经了解发现，该桥梁在施工过程中

未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桥面在浇筑

时高了几十厘米，从而导致桥面比路面

高出一大截，村民步行时需要上一个大

坡，车辆更是无法通行，严重影响群众安

全出行。乡纪委对乡职能部门第一时间

下发履职提示函，协调各方制订整改方

案，督促乡项目办和杨古村委会落实整

改工作。施工过程中，乡纪委还多次组

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监督检查，确保

工程质量与进度。

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专项集中

整治以来，大柏地乡纪委持续从民生关键

小事入手，加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线索收

集，积极履行监督职能，回应群众关切，不

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瑞金大柏地乡：

“堵心桥”变“顺心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