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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创新而辉煌，文明因发
展而精彩。

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精神血脉，历经千年风雨而
依然璀璨夺目，在人类发展的历史
长轴上，写就光芒万丈的篇章。

读懂中国共产党，文化的视角
不可或缺。一百年来，一代代共产
党人不断发现并运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性，
夯实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深厚文化基础、价值基础和实
践基础。这一历史进程，也是“建立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明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举旗定向、守正创新，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立民族文化之根，铸民族精神之魂，
拓文明发展之道，用真理力量激活
古老文明，用文化之火照亮民族复
兴之路。

赓续千年文脉，共襄千秋伟业，
中华儿女开创未来，具有无比坚定
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

“致广大而尽精微”——新年前
夕，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二二年新
年贺词，引用《礼记·中庸》之语揭示
成事之道，展现出深厚的文化情怀
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一
系列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回答中国
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
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用“十个明确”进一步概括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核心内容。“十个明确”贯通着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闪耀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凝结着
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
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
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
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融会贯通，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
华情、浩然的民族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生动典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
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
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继续推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新的征程上，吸
吮着五千年中华文明丰厚的文化养分，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必将展现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指引我们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

江流万里，绵延不绝。在世界东方这片热土上，在几千年
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人文精神、道
德理念和治理智慧，为克服艰难险阻、书写辉煌史诗提供了思
想营养和精神支撑。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历史上
出现过20多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而
从未中断。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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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联合印
发《关于开展 2022 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
动的通知》。

通知指出，2022 年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之年，是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 、向 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进 军 新 征 程 的 重 要 一 年 ，
我 们 党 将 召 开 第 二 十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 为 深 入 贯 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 式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统 筹 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满足群众文化生活需求工作，

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面向基层一线、深入人民群
众，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以高质量的文化活动
和 艺 术 作 品 ，不 断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文 化 生 活 的 新 需
求 、新 期 待 ，不 断 提 升 人 民 群 众 的 文 化 获 得 感 、幸 福
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自信、精神力量，定于 2022
年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广 泛 开 展“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 文 化
进万家活动。

通知明确，中央有关部门组织文化文艺小分队，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重点选取改革开放第一线、共同富裕
示范地、乡村振兴最基层、文明实践新阵地，开展慰问演
出、送戏下乡、文化帮扶、辅导交流等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文化文艺活动。 （下转2版）

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开展 2022 年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通知》

三九天，秦岭山区天寒地冻。一周前的
积雪还未消融，山顶的松树林白茫茫一片。

1 月 9 日上午，商州区牧护关镇西沟
村一间农屋里，炉火正旺。热腾腾的馒
头，黄亮亮的糊汤，吃不腻的腌菜已经
摆在桌上。

“明儿个就是腊八了，咱是不是得准备
着盼年啊。”朱存玲跟丈夫王书宏打趣说。

“盼嘛，鸡鸭鱼肉你想吃啥？我都能
给你办到。”王书宏笑着说，“你看你当时
还愁着日子咋过，那是不是多余的？有政
府帮助，你冻不着也饿不着……”

谁能想到，4个多月前，看到被洪水冲垮
的自家房子，王书宏和朱存玲曾多么绝望。

2021 年 7 月至 10 月中旬，商州区接
连 5 次遭受暴雨袭击，造成房屋垮塌、通
信中断、农田被毁。王书宏家的房子就是
在 2021 年 8 月 19 日暴雨灾害中，被洪水
无情冲毁的。

王书宏今年50岁，在西沟小学当保安，
妻子是村上的保洁员，小女儿正在读大学，
家里花费较大。面对“夷为平地”的家，王书
宏和朱存玲心痛万分：“住了一辈子的房子
冲倒了，没家了，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受灾后，王书宏夫妇和镇上其他受
灾户一起被安置在临时安置点，镇政府
负责他们的吃住。“我们镇受灾人数 1.5
万人，受灾程度严重，当时镇上 3 个临时
安置点一天的伙食费就 12 万元。”副镇长
张鑫回忆道。

那段时间，西沟村包村干部屈直、任
保平可忙坏了。除了要时刻警惕汛期内
随时会发生的灾害，还要抓紧时间安顿好
受灾群众。他们第一时间帮村上的受灾

群众申请临时救助金。受灾第 5 天，被认
定为突发严重困难户的王书宏就拿到了
4000 元救助金。“眼瞅着汛期一过，很快
就入冬，要确保受灾群众都能温暖过冬，
我们一天都不敢耽误。”屈直说。

随后，在村干部的协调下，王书宏夫
妇搬进了同村的亲戚家，作为暂时的“庇
护所”。2021 年 9 月中旬，镇村干部帮助
王书宏一家上报的受灾申请已经批复。
根据政策，他家的房子被纳入 D 级危房改
造，即重新建造。政府补贴了 4.8 万元。

“看到政府没忘记咱，给了这么好的帮扶
政策，看到干部就像自家亲人一样帮忙，
我和妻子悬着的心就放下了。”王书宏感
慨。2021年 10月中旬，汛期一过，王书宏
就赶忙动工重建房屋。

“老王，你抽空过来填下表，政府给你
们申请保险，你这下来估计有 2.5 万元。”

“老王，入冬了，区民政局送来一批过冬物
资，应急局给每位受灾群众 600 元过冬补

助，你近期过来办理。”4个多月来，王书宏
一家不断收到来自政府的帮助。回想着
这段日子，朱存玲说：“虽然很难，但好在
都过去了。我们现在住在亲戚家里，热炕
睡得好，吃饭吃得饱，还能随时了解建房
进度，心里别提多有劲了。”

“在去年汛期中，牧护关镇几乎全域
受灾。汛期一过，根据区上安排，我们就
启动灾后重建工作。为了保证受灾群众
温暖过冬，镇上给群众协调联系住处，设
立了专门的安置点，同时积极为受灾群众
申请临时救助金、危房改造或生态搬迁、
防返贫保险、温暖过冬安置费等。”牧护关
镇党委书记郭利军说：“春节前，镇上将开
展一次走访慰问活动，一对一帮扶受灾群
众，让大家都能过个祥和年！”

王 书 宏 家 新 盖 的 房 子 已 经 基 本 成
形，站在 4 间砖混房屋前，王书宏和朱存
玲高兴地说：“这房子结实，再发水我们
也不害怕了。”

让 大 家 都 能 过 个 祥 和 年
陕西日报记者 王婕妤 本报记者 李 亮

新 春 走基层

本报讯 （记者 李 敏）2021 年，
市乡村振兴局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系列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四个
不摘”要求，科学谋划、创新举措，全面推
行“五强化五确保”工作机制，整体工作推
进有力、开局良好。

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分别担任第
一组长、组长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完
成市县扶贫机构重组挂牌。实行各级领
导联系包抓责任制，市级四套班子主要
领 导 联 系 指 导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重 点 帮 扶
县，13 名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包联 7
个县区，31 名厅级领导联系指导 31 个脱
贫 村 ，98 名 县 区 县 级 领 导 包 联 98 个 镇
办，层层夯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

市上及时研究出台《建立五强化五
确保工作机制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 的 意 见》，向 812 个 五 类 村（含 69 个
800 人以上易地搬迁安置点）派驻第一书
记和驻村工作队，向 436 个其他类型村

（社区）派驻帮扶工作队，全市 55880 名
干部联系帮扶 8273 户重点监测户、1.06
万 户 潜 在 风 险 户 和 17.12 万 户 脱 贫 户 ，
3349 户重点监测户已消除风险。“五强化
五确保”工作机制得到省乡村振兴局充
分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围绕发展壮大“菌果药畜”等特色产
业，全市投放财政衔接资金 12.5 亿元，累
计发展食用菌 3.88 亿袋、木耳 1.41 亿袋、
茶 叶 56.2 万 亩 、核 桃 348.9 万 亩 、板 栗
269.3 万亩、中药材 256 万亩、畜禽 3930
万头（只），累计 70 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居全国地市级榜
首。深入推进消费帮扶，认定帮扶产品
1776 个，多途径扩大帮扶产品销售渠道、
带动群众增收，全市线上线下共实现帮扶
产 品 销 售 额 12.48 亿 元 ，带 动 脱 贫 人 口
6.84 万人，公益岗位稳定就业 4.5 万人，脱
贫劳动力务工就业 26.83万人。

我市坚持控辍保学“七长责任制”，
精准资助脱贫家庭和监测对象学生 5.8
万 名 ，发 放 资 金 4100 多 万 元 。 统 筹 发

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保障综合梯次减负功能，全市脱贫
人口、监测人口全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 疗 保 险 和 大 病 保 险 。 及 时 实 施 危 房
改 造 全 年 实 施 危 房 改 造 2086 户 ，已 完
工 1756 户，认真落实《商洛市全面提升
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十条措施》，全年安
排资金 4.92 亿元，使 9.26 万农村人口饮
水 安 全 保 障 水 平 得 到 巩 固 提 升 。 加 快
推进大型集中安置点教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配套设施建设，累计建设补短板项
目 39 个，成立易地搬迁安置社区 13 个，
建 成 一 站 式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69 个 ，设 置
服务岗位 781 个。

市上高度重视搬迁群众产业就业，累
计建成安置点产
业 园 区 、社 区 工
厂、就业帮扶车间
262 个 ，实 现 了
4.46 万户易地搬
迁 家 庭 至 少 有 1
人稳定就业。创

新推行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三五”机制，被
国家发改委在全国推广。紧扣年度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超前谋划项目，
严 格 申 报 程 序 ，全 市 共 入 库 项 目 5010
个。持续深化苏陕协作，开展宁商两市各
层面交流互访 138 批次 1090 人次，争取
协作资金 6.46 亿元，实施协作项目 99 个，
招引南京企业 25 家，与南京共建产业园
区 18个、帮扶车间 63个，吸纳农村劳动力
4337 名，带动 2.5 万脱贫人口增收。积极
配合中央单位开展定点帮扶，6 家中央单
位向我市选派挂职副县区长 7 人、派驻第
一书记 6 人，直接投入资金 2982 万元，引
进资金 322.79 万元，实施项目 40 个，采购
帮销农副产品 2196.68万元。

全市乡村振兴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021 成绩盘点

本报讯 （唐小涛）2021年以来，商州区
坚持把金融帮扶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创新金融支
农惠农服务，加大金融帮扶政策宣传引导，
强化保险服务保障能力，促进脱贫人口发展
产业稳定脱贫。

为进一步规范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管理，
商州区不断加大对脱贫人口（含边缘易致贫
人口）信贷支持，落实脱贫人口风险补偿金
500 万元，兑付贴息资金 650.58 万元，切实
满足脱贫人口有效信贷需求。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全区累计发放小额信贷 15487 户
5.48 亿元，2021 年新增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800户 0.33亿元。

商州区聚焦农村地区特别是相对贫困
村特色产业及产业链延伸发展，引导驻区
金融机构探索建立金融支持产业带动脱贫
人口增收致富挂钩机制，大力推行供应链、
产业链融资模式。重点围绕食用菌、光伏、
菊芋、中药材四大主导和“4+X”特色产业
基地融资需求，发放产业贷款 6.5 亿元，支
持麻街、夜村、沙河子等大型木耳生产基地
发 展 春 木 耳 400 万 袋 ，发 展 香 菇 、平 菇
5658 万袋，支持发展菊芋种植 5 万亩、光伏
67.3 兆瓦，有效带动全区 7 万余户户均增
收 3000 余元。

商州区充分发挥保险“稳定器”“减压
阀”的重要作用，全力应对“7·23”等多轮强
降雨对食用菌产业造成的重大影响，加快水
毁食用菌产业理赔，有效降低因灾因病等因

素导致脱贫人群致贫返贫风险。全年累计为全区 473934 人提供
人身意外风险保障 336 亿元，办理第一书记保险 252 人，承保政策
性能繁母猪保险 5893 头、森林保险 140 万亩、核桃保险 3060 亩、
农村住房保险 29982户、一元民生保险 55.9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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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 阳）2021年，柞水县聚焦建设“三高三区”新柞
水目标，较好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了“十四五”开门红。全年
预计完成生产总值 98.5亿元，增长 11.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3万元、11430元，分别增长 9%、10%。

柞水县全年 105 个县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12.8 亿元，全年
落实招商到位资金 149.68 亿元，争取财政专项资金 10.1 亿元，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全面推进“两边一补齐”两年行动，
176 户重点监测对象均落实有效帮扶举措，创建秦岭山水乡村 76
个，新建木耳大棚 460 个，引进木耳深加工企业 6 家，粮食总产量
达 4 万吨。实现了脱贫成果持续巩固、乡村振兴良好开局。培育
市场主体 1241 户、“五上”企业 40 家，预计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31%。按照“一区两园、集群发展”布局，新建工业标准化厂房 3.28
万平方米，引进万银等工业延链企业 4家，大西沟省级绿色矿山创
建扎实推进。

柞水县 3 条线路入选全省乡村游精品线路，全年接待游客人
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41%、52%，荣获“最美中国旅游县”称
号，商贸物流、餐饮住宿、康体养生等业态蓬勃发展。强力推进“两
拆一提升”行动，拆除违法广告9724块、违法建筑5.81万平方米，统
筹利用拆出空间新建公厕 13个、停车位 255个。西新街示范街、乾
佑河西岸休闲健身步道等城建项目基本建成，西康高铁建设加快。

县上扎实开展“当卫士我先行”等活动，实施造林绿化 5.15 万
亩，全年空气优良天数居全市之首。零容忍打击秦岭“五乱”，从源
头上有效遏制了破坏秦岭生态行为。教育“双减”政策全面落实，
城区实验中学跨河大桥和人行天桥投入使用，全国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成功举办，城乡低保、临时教助等政策实现
应兜尽兜，群众福祉不断提升。

柞水实现“十四五”开门红

为了保障2022年春节期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近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专项监测，对全市91个种植基地、58个市场、15个养殖场和3个屠宰场的1958批次农畜产品进行抽
检。从检测结果分析，全市农产品质量总体安全可控。 （董照锋 摄）

加大检测力度 确保春节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