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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9日电 中国

国家博物馆创建 110 周年座谈会

7 月 9 日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博物馆老

专家的回信。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国家

博 物 馆 的 亲 切 关 怀 、对 文 博 事

业的殷切期望。要深入学习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文 博

工 作 的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坚 持 正

确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努

力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世 界 一 流 的

博物馆和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

术殿堂。

黄 坤 明 强 调 ，国 家 博 物 馆

110 年 的 历 史 ，是 传 承 文 明 薪

火、赓续精神血脉、彰显文化自

信的历史，是见证民族振兴、国

家 强 盛 、文 明 重 光 的 历 史 。 站

在 新 的 起 点 上 ，国 家 博 物 馆 要

坚持守正创新，担当文化使命，

用 心 用 力 做 好 收 藏 、研 究 、展

示、对外交流等各方面工作，聚

力 构 建 彰 显 民 族 发 展 历 程 、记

录 民 族 复 兴 伟 业 的 历 史 长 廊 ，

建设展现中华文明永恒魅力和

时 代 价 值 的 文 化 殿 堂 ，培 植 激

励 人 民 坚 定 信 心 、团 结 奋 斗 的

精 神 家 园 ，打 造 引 领 文 博 事 业

高质量发展的行业标杆和人才

高 地 ，为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不断作出新贡献。

座 谈 会 在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举行。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北京市相关单位负

责同志和代表，国家博物馆老领

导老专家及在职人员代表等近

100 人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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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鄢家镇星光村，

代办员王平没少忙。代办社保缴费、帮忙申

请大病救助、联系申请残疾人补助……王平

忙得踏实，干得实在。如今，四川省像王平这

样的代办员越来越多。

2021 年以来，四川省推动便民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试点，一批镇村便民

服务点设立，一批服务事项下沉至镇村，服务

流程和办理模式也愈加便利。

服务半径扩大——

家门口就能办成事

去年，星光村村民王学忠患病住进了鄢

家镇卫生院。“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就转到

了德阳做手术。”王学忠说。

得知王学忠的困难，王平连忙到他家了

解情况、收集票据：“您不用担心，政府有大病

救助政策，我是代办员，我来帮您跑。”听到王

平的话，王学忠心里直打鼓：“过去办事没少

跑冤枉路，现在本人不去，能办成？”

过了几个月，看到大病救助金发到了卡

里，王学忠连连感叹：“现在政策好，办事真是

方便了。”

“ 过 去 ，基 层 群 众 对 办 事 程 序 不 了 解 ，

办 事 难 、办 事 慢 现 象 突 出 。”四 川 省 政 府 政

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主任吕芙

蓉 说 ，近 几 年 四 川 省 乡 镇 行 政 区 划 和 村 级

建 制 有 调 整 ，镇 村 数 量 减 少 、规 模 变 大 ，政

务 服 务 半 径 和 服 务 人 数 增 加 ，服 务 力 量 和

效率略显不足。

为此，2021 年以来，四川省统一规划便

民 服 务 点 ，在 村 社 区 依 托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设

立 便 民 服 务 室 ，在 乡 镇 街 道 设 立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 与 此 同 时 ，一 些 试 点 区 域 探 索 施 行

村 级 代 办 制 度 ，由 熟 悉 情 况 的 代 办 员 帮 村

民办事。

王平拿着王学忠的票据到村便民服务室

汇总，再由经办人员到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

没费多大功夫，事就办完了。

“有了便民服务室，很多事项可以在村里

办，村里办不了的还可以由经办人员到镇里

办，大家少了很多麻烦。”提及代办成效，王平

说，“去年帮村里七八个老乡都申请到了大病

救助金。”

现如今，便民服务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办成事。截至目前，四川省已有 3230 个乡

镇街道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超过 3.5 万个村

社区有了便民服务室。

服务程序简化——

一件事一次办得完

在广元市昭化区松宁村，村民昝照玉拿

着身份证、社保卡，走进村便民服务室。昝照

玉将证件等交给服务室工作人员范学成。扫

描、上传，不一会儿，资料就传真到了镇便民

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紧接着，现场视频连

线认证，社保卡续保业务顺利完成。

“村里也有代办员，但因为距离镇里太

远，代办员有时会将多个事攒在一起办，村民

等的时间就长。”范学成说。

2021 年以来，昭化区探索安装视频审批

设备，简化服务程序。村级初审、扫描上传、

视频连线、办结回传、证照打印，按照新流程，

材料一次提供、区镇村三级共享，办事效率显

著提高。

同时，按照四川省统一规划要求，当地在

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综合窗口，实行“一枚印

章管审批”制度，统一启用镇政府“审批服务

专用章”和区镇村电子印章，让“村代办”变成

“村能办”。

“服务程序繁琐，一度让很多群众怕办

事。”吕芙蓉表示，过去在昭化区，仅有 24 项政

务服务事项能在村里办，绝大多数得到区里

或镇里办理。

为提升服务效率，四川省将基层群众办

理的高频事项权限赋予乡镇，下沉到村级，纳

入综合窗口办理。另一方面，按照一件事一

次办原则，各地便民服务中心探索启用“审批

服务专用章”，逐步替代部门业务专用章，减

少办事环节和证明材料。“现在所有事项都实

现了线上审批、线上办结。”昭化区行政审批

局局长杨倩介绍，审批章专门用于行政审批，

简化了程序，再配合视频审批系统，办事效率

有了很大的提升。

服务方式多元——

主动对接群众需求

据了解，四川省平均下放（委托）乡镇事

项 115 项、进驻便民服务中心 140 项、村级代

办 40 余项。

“如何优化政务服务，破解服务方式单一

的问题，满足群众和企业多元化需求，是需要

继续思考的问题。”吕芙蓉说，为满足不同服

务对象的不同办事需求，四川省抓实精准代

办，以需求导向打通服务“最后一米”。

2021 年年关将至的时候，工程施工要赶

工期，但企业却迟迟没拿到施工许可证，这可

急坏了四川迪弗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廖

文军。“前期设计费了很多时间，到了 12 月图

纸才出来。”廖文军说，由于新的一年国家施

行新的工程结构规范，如果许可证发晚了，就

得重新设计图纸。

着急上火之际，德阳市罗江区经开区负

责企业项目的秘书何代强得知消息，连忙电

话联系廖文军：“赶紧提交图纸，我们这边加

紧审核处理。”听到通知，廖文军迅速递交了

材料。

很快，施工许可证就下来了。拿着到手

的 许 可 证 ，廖 文 军 连 连 赞 叹 ：“ 服 务 效 率 真

是高。”

为精准满足企业办事需求，德阳市罗江

区经开区探索施行项目秘书制和驻企特派员

制，分别为企业施工和其他发展事务提供政

务服务精准代办帮办。

作为项目秘书，何代强这段日子里没少

联系企业，“都是关于施工进度的问题，一一

帮忙联系解决。”

如今，四川各地还通过创新开展“政务服

务+乡村旅游、就业、金融”等服务模式，农村小

额取现、就诊挂号、用工招聘、水电气缴费等实

现联办，实现基本金融、生活服务不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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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探索推行便民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服务到身边 办事更方便
本报记者 王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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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
办事慢等问题，近年来，四川
省积极推动便民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建设试点，优
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让便民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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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9 日电 （记 者 王

浩）7 月 9 日，黄河下游“十四五”防洪

工 程 开 工 动 员 会 在 黄 河 郑 州 段 保 合

寨 控 导 工 程 举 行 。 黄 河 下 游“ 十 四

五 ”防 洪 工 程 是 国 务 院 部 署 实 施 的

150 项 重 大 水 利 工 程 之 一 ，也 是 今 年

重 点 推 进 的 55 项 重 大 水 利 工 程 之

一 。 工 程 建 设 范 围 为 黄 河 干 流 河 南

省 洛 阳 市 孟 津 区 白 鹤 镇 至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垦 利 区 入 海 口 ，治 理 河 道 长 度

878 千米，涉及山东、河南两省 14 个市

42 个 县（区）。 主 要 建 设 任 务 是 在 现

有防洪工程基础上，开展控导工程续

建 ，险 工 和 控 导 工 程 改 建 加 固 ，涝 河

河口堤防、黄河干流河口堤防工程达

标建设，堤顶防汛路和险工控导工程

管 理 路 改 建 等 。 工 程 总 投 资 31.85 亿

元，总工期 36 个月。

黄 河 下 游 是“地 上 悬 河 ”，工 程 建

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黄河下游防洪工

程体系，有效改善游荡性河段河势，提

高河道排洪输沙能力，对保障黄河长

治久安、促进流域区域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和有关单位以及各参建单位将强化协

调指导，科学组织、严格管理、精心施

工，共同把这一事关黄河防洪安全的

重大工程建设好，早日发挥造福人民

的巨大效益。

黄河下游“十四五”防洪工程开工建设
治理 878 千米黄河河道

带 领 团 结 嘎 查 精 准 脱

贫，接续奋斗朝着乡村振兴

加倍努力，85 后的玲丽身上

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4年

多 来 ，她 把 困 难 群 众 当 亲

人 ，用 真 情 换 真 心 ，用 行 动

解难题，带领各族干部群众

攻 坚 克 难 、团 结 奋 斗 ，在 脱

贫 攻 坚 和 乡 村 振 兴 一 线 谱

写 了 一 曲 新 时 代 的 青 春 之

歌 。 2021 年 ，玲 丽 荣 获“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先 进 个 人 ”

称号。

发展产业——

为村子谋转型

巴彦托海镇团结嘎查，

草原上的萨日朗开得正艳。

一座座蔬菜大棚连在一起，

一块块小菜园生机盎然，一

群群 走 地 鸡 悠 闲 踱 步 。“ 这

些 都 是 玲 丽 书 记 出 的 点

子。”脱 贫 户 金 长 明 说 ，“ 靠

着这些收益，我们家年收入

从 不 足 2000 元 增 长 到 近 2
万元。”

草 原 的 产 业 转 型 之 路

并不平坦。2017 年 10 月，32
岁的 玲 丽 被 组 织 选 派 到 团

结嘎查担任第一书记、驻村

工 作 队 队 长 。 团 结 嘎 查 人

均草场面积小，传统畜牧业

发 展 面 临 瓶 颈 。“ 要 想 脱 贫

致 富 ，必 须 拓 宽 思 路 ，另 谋

出 路 。”玲 丽 请 来 专 家 把

脉 ，组 建 合 作 社 ，发 展 大 棚

蔬菜。

由于很多牧民缺乏种植经验，玲丽带领驻村工作队

整日“泡”在大棚里，教大家种植技术。“啥时候授粉，咋调

配肥料，都有讲究。”玲丽回忆，盛夏时节，大棚内温度高

达 40 多摄氏度，玲丽和驻村工作队队员们天天挥汗如雨，

忙个不停……

队员们的忘我付出，乡亲们看在眼里。不少村民行动

起来，一座座大棚拔地而起，紧接着生态养殖、庭院经济、旅

游接待……新产业在草原深处开始蓬勃发展。

2019 年，团结嘎查脱贫出列。玲丽在扶贫日志上激动

地写下了一句话：草原最美的花，是火红的萨日朗，在脱贫

攻坚一线绽放芳华。

脱贫摘帽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出列后，团结

嘎查继续朝着农旅融合加速转型。2021 年脱贫群众人均

纯收入近 1.6 万元。“下一步还要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玲丽说。

真情奉献——

与群众心连心

刚到团结嘎查时，因发展不均衡，群众对玲丽和驻村工

作队有不少意见。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玲丽走到牧民家中，推心置腹了解

乡亲们的困难，认认真真听取乡亲们的想法，千方百计帮助

他们。“把乡亲们当亲人，付出真感情，把贫困户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努力去办，就没有脱不了的贫、解不开的心结。”这

是玲丽的切身感受，也是驻村工作队的行动准则。

在玲丽的努力下，团结嘎查 430 多户牧民，尤其是 57 户

贫困户的急难愁盼问题得到了解决。25 户贫困户告别危

房、建起集中供水点……一桩桩民生实事为乡亲们排忧解

难。“乡亲们开始热情地叫我书记。”玲丽说，“看似简单的问

候，却给了自己不少力量。”

接续奋斗——

为乡村振兴做出新贡献

“玲丽书记是我们的贴心人！”去年团结嘎查村民关

连 柱 在 工 地 干 活 时 意 外 受 伤 ，检 查 发 现 有 脑 梗 风 险 ，不

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关连柱的孩子还在上高中，妻子

身体也不好，一家人的日子一下子紧张起来。玲丽主动

上门，联系医疗报销，申请临时救助，为他们家办理低保……

这些让关连柱一家在感动中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村民外出打工受阻。为

此，玲丽积极奔走，推动以工代赈——硬化村组道路，带

动 46 人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劳务报酬 60 万元。“路好百业

兴 ，家 门 口 有 了 工 作 ，群 众 的 日 子 才 能 过 得 更 踏 实 。”玲

丽说。

刚驻村时，玲丽的女儿才满 4 岁。为了全身心投入脱

贫攻坚事业，玲丽把孩子交给年迈的父母照料，对于家人的

愧疚和歉意，玲丽都深埋在心底。

被 任 命 为 巴 彦 托 海 镇 镇 长 后 ，玲 丽 说 ：“ 我 会 继 续

发 扬 脱 贫 攻 坚 精 神 ，带领全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为 乡 村 振 兴 事 业 接 续 奋 斗 。”谈 及 未 来 ，编 制 规划、筹建

幼儿园、打造文化中心 、提 升 公 共 服 务 水 平 …… 玲 丽 说

自 己 会 把 激 励 化 为 动 力 ，为 乡 村 振 兴 事 业 做 出 新 的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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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省云梦县依托区域环境优势，走绿色发展之路，加强环境保护与水土修复，净水增绿，在河流、湖泊边修建生态

绿道与亭廊，建设碧水蓝天的美丽云梦，让群众享生态红利。

图为 7 月 8 日拍摄的云梦县梦泽湖湖心岛与人行桥。

胡学军摄（影像中国）本报银川 7月 9日电 （记者秦瑞杰）近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民政厅、教育厅、财政厅、人社厅联合印发《做好 2022 年普

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十条措施》，多措并举推动

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在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同时，

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据介绍，宁夏 2022 年计划招用的社区两委成员和专职

网格员，全部向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开放，并提供较多岗位

专门招聘高校毕业生。

同 时 ，宁 夏 将 倾 斜 支 持 到 城 乡 社 区 就 业 创 业 的 高 校

毕 业 生 ，鼓 励 参 与 公 益 创 投 项 目 的 社 会 组 织 聘 用 高 校

毕 业 生 ；组 织 提 供 社 区 服 务 的 机 构 参 与“ 百 万 就 业 见 习

（实 习）岗 位 募 集 计 划 ”，指 导 有 条 件 的 机 构 因 需 设 立 就

业 见 习（实 习）岗 位 ，并 力 争 到 2022 年 底 设 立 就 业 见 习

（实 习）岗位的城乡社区占当地城乡社区总数的比例不低

于 5% 。

此 外 ，宁 夏 对 高 校 毕 业 生 在 城 乡 社 区 服 务 领 域 创 业

的，按规定落实税费优惠、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

等政策。

宁夏多措并举—

推动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