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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 2023年 11月，全

国共查处“四风”问题 11.2万起，批评教育和

处理 16.1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1.3
万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中

管干部 87人、厅局级干部 3456人、县处级干

部 2.7万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行贿人员 1.7 万人，移送检察机关 3389 人

……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

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成为深入推进

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写照。

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

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二十届中央纪委

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深入推

进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强调

“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并对新征程

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战略部

署。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严厉惩治这

一手绝不能放松。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

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把严的主基调

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

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才能跳出

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

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

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 14亿

多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以钉钉子精神

纠治“四风”，到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

争，再到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探索出依靠党的自

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党通

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

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

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主动。实践深刻表明，加强党对反腐败斗

争的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就有了根本遵循和胜利保证。

“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

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提出新征程反腐败斗争总的要求，即“坚

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

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

度，对症下药、精准施治、多措并举，让反复发

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

延，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

化”。贯彻落实好这一总的要求，按照这次全

会具体部署，各级党委要切实强化对反腐败斗

争全过程领导，纪委监委要有力有效协助党委

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各职能部门要自觉把

党中央反腐败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

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对腐败问题

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全党必须有清醒认识，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

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

发放津贴补贴、违规操办婚丧喜庆、公车私

用等作风顽疾露头就打”。2023 年 12 月 22
日，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做好 2024 年元旦

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围绕重要

节点持续巩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有力彰显

了作风建设永远没有休止符、反腐败斗争必

须永远吹冲锋号的坚强决心。以正风肃纪

反腐为重要抓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要

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

压态势、深化改革阻断腐败滋生蔓延、进一

步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加大对行贿行为惩

治力度、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加强新时

代廉洁文化建设等工作，坚决同各种弱化党

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作斗

争，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习近平总书记

曾引述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说过的“应

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

极大的犯罪”这句话，要求党员、干部继承和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决破除“四风”顽疾。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

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

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坚决清除腐败毒瘤，才能永葆党的政治本

色，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
—牢牢把握“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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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爆米花，捧着饮料，到电影院看

电影，成了当下返乡过年的年轻人的消费

标配。回想多年前，不少县城，甚至一些

三、四线城市，还没有商业院线。如今，从

动感刺激的 4D 影院，到科技新潮的球幕

影院，从看遍全球的网络电视，到指尖直

达的视听软件，看影追剧成了平常事，春

节的文化消费有了更多选择。

观影之变，源自行业之变、产业之

变。2023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 549.15亿

元，影片总产量 971 部，银幕总数是 2012
年的近 6.6 倍，城市院线观影人次 12.99
亿，相当于平均每月有超 1亿人次走进电

影院。一系列数据，见证我国电影产业强

势复苏、活力迸发。特别是去年，国产电

影票房占总票房比重达到 83.77%，且包揽

了票房排名前十名，令人眼前一亮。工业

化制作体系日益完备，电影创作人才梯队

走向成熟，国产电影创新创造活力不断迸

发，让今年的电影消费备受期待。

创时代表达和技术迭代之新，是国

产电影站上浪潮之巅的一个“动因”。过

去电影制作，往往都是以拍摄手法和剪

辑技巧取胜。如今，数字技术变革正重

塑整个影视产业，电影制作朝着数字化、

技术化的方向迈进，对后期技术加工的

依赖越来越强。比如，为了拍好科幻电

影《流浪地球 2》，制片方准备了上百万

字的剧本、3000 张概念设计图、8000 张

分镜头画稿，制作了 1 万件道具，搭建了

10 万延展平方米的实景。中国电影工

业化被推上新高度的同时，延展出更多

的产业环节。利用数字技术打造影视制

作发行全流程数字解决方案，我国影视产业还将实现更大发展。

过去我们常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国产电影之热，也是消费市

场火热的缩影。从聚焦大唐盛世和诗人命运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

里》，到改编自中国传统神话的奇幻大作《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再到

开创“粒子水墨”画风的动画电影《深海》，许多国产电影把目光瞄准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挖掘和深耕中华美学，在观众心中激起强烈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认同，进而带火了古城名镇、名山大川的深度游，激发了古风

服饰、非遗技艺的文创热。一部部彰显中国气象、传递中国美学、塑造

中国精神的电影，助推形成国潮风尚，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以文化赋

能产业发展，不仅有助于推动内容、场景、模式、产品等的持续创新，也

能催生新供给、引领新消费，释放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精神文化产品，电影繁荣发展为

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写下生动注脚。跳出大银幕看整个文

化产业，坚持守正创新使演唱会、舞台剧、戏剧节等都呈现红红火火的发

展态势。文化消费需求旺盛，是支撑产业发展的重要动能。群众不断增

长的文化需求，既对高质量文化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赋予包括电影在

内的文化产业更多创新机遇、更大探索空间、更强发展动能。

激扬精气神，奋楫再出发。坚守内容为王、质量至上，打造更多叫

好又叫座的文化精品，文化产业必将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新需求新期待中再创佳绩、赓续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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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从山西嫁到云南时，吴春艳还大字不识几个。最初在和顺图

书馆门口摆摊，她想不明白，“为啥那么多游客来图书馆”。后来，她也走

进馆里，识字、阅读，感受知识的魅力，成了图书馆常客。如今，吴春艳爱

上了写作，有空时还跟馆长寸宇分享自己的作品。

和顺图书馆位于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上。古镇藏身于山水之

间，五山环抱三泉交，清溪奔快依山绕，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明清古建筑

群。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和顺古镇考察调研时，走进和顺图书馆，了解古

镇历史文化传承和振兴文化教育情况。如今，和顺古镇成为旅游热门

目的地，每年迎来上百万游客。风俗淳美、景色怡人的古镇，处处涌动

着生机。

古镇、古城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做到尊重历史遗存，在

“修旧如旧”的基础上，以“绣花”功夫进行保护性利用，关乎历史文脉传

承与发展。

激活古镇，前提是盘点好资源清单。和顺古镇，粉墙黛瓦绵延数里，

民居与自然融为一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大马帮博物馆、宗祠文化馆

等诉说着过往的故事。这些古建新居，是古镇历史文化的载体。游客漫

步古镇，便能在“枕山、环水、面屏”的古建筑群中感受历史沧桑、人文古

雅。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独特资源，有助于增强古镇的文化吸引力。

守护古镇，就要在活态保护上做文章。古镇上的明清民居建筑点多

面广。像和顺图书馆这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护修缮有政府专

项经费保障，保护工作相对容易开展。而其他古建筑如果长期空置，保

护难度较大。近年来，和顺古镇通过文旅融合，让原住居民在古镇内发

展产业、就近就业，使一些古建筑更有“人气”，既有利于民居维护，也助

推文旅产业快速发展。对古城老宅和传统街区来说，保护与发展是同向

而行的。统筹好保护和发展，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才能让

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在我们手中焕发新的光彩、创造文化财富。

保护古镇，不仅是保护这些建筑，更要传承古镇的文化。以和顺图书馆

为例，常住人口仅 7000多人的古镇，办出了 3000多张借阅证。在这个自

古就有崇文尚教、重视家风家训传统的古镇，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资

源，是广大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如今，和顺图书馆建起了电子阅

览室、移动图书馆等，并在离古镇较远的社区设立分馆，让那里的孩子就

近捧起更多书本。可见，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具有现实意义、时代价值。

狂欢巡游，篝火晚会，音乐剧场，新春集市……和顺古镇正在筹备新

春的盛宴，欢迎八方游客。期待古镇保持历史文化特色，留住美好风景，让

居于此、游于此的人们畅享文韵悠长、和和顺顺的美好生活。

保护古镇的时代价值
杨文明

【现象】煤炭企业建立算法模型，提高精

煤回收率；新一代电网调度技术能实现潜在

风险预警，并自动生成故障处置预案……随

着算力水平提升，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

等数字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创新应用加快，行

业整体能效、安全生产水平不断提升。

【点评】

当前，能源行业面临保障安全可靠供

应、加快清洁低碳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

标等重大战略任务。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是必然选择。

构筑能源系统各环节数字化智能化创

新应用体系，培育新模式新业态，都需要更

强的算力支撑。比如，随着电力需求持续

增长、尖峰负荷特征日益凸显，电力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面临新的挑战。以电力算力深

度融合为技术路径的智能电网，可以实现

源网荷互动、多能协同互补及用能需求智

能调控。一些地方建设“虚拟电厂”，将分布

式电源、电力用户、储能、电动汽车等碎片化

资源聚合，进行协调优化，既提高电网运行

灵活性，也保障系统稳定性。在一些省份，

这些碎片化资源可以在 30 秒内完成调度，

响应能力基本接近实体电厂。在全球能源

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加快建设能源

算力应用中心，更好支撑能源智能生产调

度体系，才能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

能源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

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数字化智

能化技术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深

挖数据资源“富矿”，可实现碳排放计量、绿

电交易等多样化增值服务。在浙江，电网

企业打造的“电能碳一张图”数字化应用，

实现了从电厂到用户层层追踪碳排放，为

电力降碳的测算分析、决策优化等提供支

持。一些地方利用数字技术，推进综合能

源服务与新型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能楼

宇等用能场景深度耦合，提升了服务的绿

色低碳效益。合理配置优质算力资源，推

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能源行业全链条和

各环节的应用，不仅能加快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还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数字经济时代，能源和算力正形成相

互支撑、协同发展的新态势。随着数字经

济快速发展，算力产业将消耗更多能源。

发展壮大算力产业，要与清洁能源协同布

局。在新能源丰富的地方，部署相应的算

力基础设施，既可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也

能推动算力产业绿色发展，进一步厚植绿

色发展底色。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能

源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动

我国能源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的重要引擎。坚持市场需求导向，持续优

化算力资源布局，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能

源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就能做好能源数字

化智能化发展这篇大文章，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加快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深化算力赋能行业应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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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通过前所未有的
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
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
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
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

对反腐败斗争的新
情况新动向，对腐败问
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全党必须有清醒认识，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
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
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
争攻坚战持久战

以文化赋能产业
发展，不仅有助于推
动内容、场景、模式、
产品等的持续创新，
也能催生新供给、引
领新消费，释放源源
不断的发展动能

■新知R

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
河南许昌市 常 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人

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岁末年

初，低温、雨雪、冰冻、大风等天气给生产作

业带来不少风险，各类事故易发多发。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必

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压实

安全生产责任，认真排查隐患，狠抓工作落

实，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多发连发势头。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实。

一方面，需紧盯矿山、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

领域，对人员密集区域、易燃易爆区域等全

面排查“过筛子”，及时封堵安全漏洞，坚决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另一方面，应突

出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加油（加气）站等

重点场所和单位的安全管理，一体推进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监管执法和防火宣传，全面

织牢织密安全风险防控网，不留死角盲区。

此外，还要根据冬季事故特点，加强监测预

警，完善细化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明者防祸于未萌。始终保持如履薄冰

的高度警觉，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方能更好守护新春佳节的平安祥和。

筑牢安全回家的“路基”
北京西城区 向 阳

春节将至，带着行囊踏上归途的旅客越

来越多。不久前，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印

发《2024年综合运输春运服务保障和安全生

产总体方案》，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便捷

出行，全力确保交通物流畅通高效。

平平安安、回家团圆，这是离家游子和

盼归家人共同的心愿。据预测，今年春运铁

路、公路、水运、民航等营业性客运量将达 18
亿人次，交通运输系统各个环节都将面临一

系列挑战。从加强拥堵路段疏导管控，有效

缓解高速公路大流量路段交通压力，到优化

完善应急预案，妥善应对运输受阻、旅客滞

留、险情事故等突发情况，下好“先手棋”，做

好“精细功”，提前统筹安排，举措落细落实，

才能为人畅其行、货畅其流筑牢安全基础。

不断延伸的路网，拉近了思念的物理距

离；更加贴心的服务，守护着千万家庭的安

康。各地切实做好每项工作，筑牢安全“路

基”，百姓团圆的旅程一定会更畅通更温暖。

做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山东东营市 成 森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全国各地一片祥

和，春节的氛围令人倍感温馨。这种美好

和温馨，正是建立在国泰民安的基础上。

因此，必须绷紧平安过节这根弦，警惕松懈

心态，提升防范能力，最大程度降低安全事

故风险。

保障新春佳节安全无忧，一方面需要

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强化安全防范。另一

方面，也需要每个人充当好自身安全的第

一责任人，积极从自身做起，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加强自我保护能力。比如，每日做好

用火用电检查，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出

行途中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酒后驾车、

穿梭抢行等危险行为；聚餐时谨记“舌尖上

的安全”，休闲时遵守《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过一个“安全环保节”。将安全意识

贯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乐享幸福

年、吉祥年。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齐心协力、

防患未然，将安全的篱笆扎得更紧，我们在

团聚时将更踏实、更安心。

夯 实 安 全 基 石

黑龙江省同江市的大集上摆满了冻

鱼，上海市南京路上的烤麸、熏鱼、香鹅等

特色卤味年菜受到欢迎，浙江省杭州市南

星街道国潮非遗市集吸引上班族前来“打

卡”……随着春节临近，各地市场年味渐

浓，年货琳琅满目，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多

样的选择。

这正是：

大小市集货琳琅，

街头巷尾采购忙。

张灯结彩年味浓，

节日消费动能强。

王子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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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幸福的底色。越是

喜 庆 祥 和 的 时 刻 ，越 要 将 安 全

牢记在心。本期大家谈聚焦节

假 日 安 全 ，谈 感 触 ，提 建 议 ，凝

聚安全过节的共识。

——编 者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滩头镇，年画艺人在印制年画以供应春节市场。

曾 勇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