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日前，湖北黄冈市黄州区举行大型龙灯巡游展演活动，给市民游客带来精彩

演出。 徐全华摄（人民视觉）

图②：日前，游客在河南商丘古城年货大集上购物。 李 恒摄（新华社发）

图③：近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在 2024 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暨

贵州“村超村晚”上举行音乐烟花秀。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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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后，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群众

村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广袤乡村上

演。在热闹祥和的欢乐气氛中，各族干部

群众共同欢度龙年春节。

在一场场“群众村晚”中，各族群众成

为舞台主角。

作为新疆“群众村晚”的主会场，塔城

地区“群众村晚”通过舞台表演、访谈互动

和视频插片的组合形式，串联起乡村全面

振兴、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等故事，呈现出

热闹、幸福、奋进的图景，展现了新疆各族

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塔 城 地 区“ 群 众 村 晚 ”秉 持 合 家 欢

的创作初衷。“我们动员全地区 765 个村

（社区）自编自导‘群众村晚’节目，以文

体竞赛的形式，让群众从台下走到台上

当 主 角 。 同 时 ，与 各 地 州 联 动 ，从 近 千

个 节 目 中 层 层 选 拔 出 13 个 节 目 在 本 场

演出。”塔城地委新闻中心、行署新闻办

公室主任鲁飞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

举行的“龙腾盛世、乡约村晚”演出中，所

有演职人员都是当地的村民，既有年过七

旬的老人，也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喀什地

区喀什市亚瓦格街道为居民提供了一个

展现自我的平台，把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心

坎上。

一场场“群众村晚”，展现了多样的文

化风情。

孕育于乡野、植根于乡村，新疆“群

众村晚”在生动展现群众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的同时，还注重挖掘和弘扬非遗

文化。

“欢天喜地过大年·博尔塔拉展新颜”

2024 年新疆“群众村晚”博州示范点文体

系列活动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

达勒特镇破城子村达勒特古城举办，主分

会场上，舞龙、舞狮、威风锣鼓、划旱船等

非遗表演，引得许多群众驻足观看，喝彩

声、欢呼声不断。

一场场“群众村晚”，讲述民族团结的

故事。

塔城地区生活着 29 个民族的居民。

在“群众村晚”现场，各族群众演员欢聚一

堂、其乐融融。各民族舞蹈表演抒发了各

族群众共迎新春的欢乐与喜悦，彰显了中

华民族大团结的风采。

据了解，新疆 2024 年“群众村晚”活

动 以“ 全 疆 联 动 +4 个 示 范 点 +2 个 分 会

场+1 个主会场”的形式开展，奏响了中华

民族一家亲的绚丽乐章。

新疆“群众村晚”在广袤乡村上演——

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绚丽乐章
本报记者 李亚楠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

旗海鲁吐镇哈布其拉嘎查活动室里，“冬季

村晚”暨群众春节联欢晚会热闹上演。这

边载歌载舞，那边饺子下锅，热气升腾，十

分热闹。

在观众席第一排坐着几位生肖属龙

的老人。晚会进行的间隙，海鲁吐镇党委

书记全福向老人们致以节日的祝福。“春

节时，牧民们有为本命年老人办寿宴的传

统。”全福说，“过去都比谁的排场大、谁收

的礼金多，久而久之，办寿宴成了群众的

负担。”

近年来，科尔沁左翼后旗在全旗范围

内倡导老人集体过本命年。全旗 100 多个

行政村均利用办“村晚”的契机，将原有的

酒席改为现场祝寿。“大家一起过寿挺热

闹，平均每年每户可以省下不少的礼金支

出。”今年 72 岁的村民德力根仓高兴地说，

“这个春节过得文明健康。”

从哈布其拉嘎查出发向北，穿过雪原，

翻过群山，来到草原深处的扎鲁特旗格日

朝鲁苏木白音胡硕嘎查，牧民布仁德力格

尔正在达拉日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棚圈

里忙活。

将车上的饲料卸下，布仁德力格尔欣

慰地说，“2022 年村里办了这个合作社，让

我们村头一次有了冬季育肥的条件，过年

期间正是忙的时候。”

白 音 胡 硕 嘎 查 以 畜 牧 业 为 主 ，其 所

在 的 格 日 朝 鲁 苏 木 是 国 内 为 数 不 多 还

保留着游牧转场习惯的地区。白音胡硕

嘎 查 党 支 部 书 记 敖 日 格 勒 告 诉 记 者 ，达

拉日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经营育肥牛

为主，“经过合作 社 育 肥 的 牛 ，价 格 可 以

提 升 不 少 ，扣 除 成 本 ，每 头 牛 至 少 增 收

1700 元。”

布仁德力格尔是第一批把牛送到合作

社的牧民之一。他说：“我的新年愿望是，

希望未来的饲养模式能更加科学，基础设

施更完善。”

内蒙古通辽市——

牧区新年有新风
本报记者 翟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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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在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审

坡镇东里官村，返乡过年的村民张春晖到

村委会咨询自家老房子的不动产变更相关

事宜。令他意外的是，村委会门口原先挂

着的一堆牌子只剩下了 4 块。

东 里 官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张 红 江 说 ：“ 去 年 开 展 清 理 规 范 行 动 以

前，村委会门口挂了 10 多块牌子，室内还

有 40 多块制度牌匾，并且规格不一、标准

不等、质地不同、颜色各异，被村民戏称为

‘补丁墙’。”

“多挂一个牌子，可能就需要多填一个

表格，多交一份总结材料。各种台账、报

表，有的要求一月一报，有的要求在线填

报，给村干部增加了负担。”张红江说。

2023 年第二批主题教育期间，针对部

分农村干部群众反映的村级站点设置多且

重复，导致标牌、牌匾过多过滥的问题，武

邑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牌子多’‘挂牌热’，反映出农村基层

承担的任务过重，接受的检查考核评比过

多。”武邑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宗利说，

武邑县委将村级办公服务场所标牌牌匾清

理规范行动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抓手，整

合、取消并制止新增各类标牌牌匾，切实为

基层减负松绑。

武邑县委制定了集中整治农村“牌子

多”“挂牌热”问题的实施方案，对现有标牌

牌匾的实施部门、挂牌依据、费用支出、工

作实效等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分类梳理，凡

无法规依据或无县委、县政府明确要求的

不再挂牌。武邑县建立健全责任管理、准

入备案、常态监督 3 项机制，对挂牌行为实

行刚性约束、长效监管。

为配合整治，武邑县还针对挂牌背后

的相关文件通知、检查评比等方面问题进

行清理规范。全县 524 个村级组织共计清

理规范各类标牌、牌匾约 1.85 万块，取消或

优化检查评比 26 项。

“ 事 情 是 干 出 来 的 ，不 是‘ 挂 ’出 来

的。我们将清理规范行动作为改进工作

作风的抓手，不断探索为基层减负，努力

带 领 群 众 把 家

园 建 设 得 更 加

富裕、美好。”张

宗利说。

河北武邑县——

整合规范挂牌 优化检查评比
本报记者 史自强

“填表格、做宣传、查环境、解矛盾……前

些年，白天忙工作，晚上熬夜写总结，和村民

们好好聊聊天的时间少。”春节前夕，安徽省

合肥市长丰县杜集镇振兴村党支部书记许培

专程登门拜访了村里的几名空巢老人，拜年、

送春联、唠家常，“现在情况好多了，表格少

了、考核少了，能多入户走访，群众高兴，我们

也能更好开展工作。”

2023 年 以 来 ，长 丰 县 推 动 落 实“ 减 证

明 、减 系 统 、减 考 核 、减 挂 牌 ”的“ 四 减 ”行

动，为基层减负增能、松绑助力。全县梳理

村（社区）依法履职事项指导清单等 5 个清

单 内 容 ，明 确 9 项 不 应 由 村（社 区）承 担 工

作 事 项 指 导 清 单 及 24 项 不 应 由 村（社 区）

出 具 证 明 事 项 清 单 ，明 确 乡 镇（街 道）对 村

（社 区）只 有 1 项 综 合 性 考 核 ，各 条 线 不 再

单独开展考核。

不少线下工作也搬上了“云端”。垃圾桶满

溢、流动摊点占道经营……在长丰县数字城管

大厅，工作人员王茜

茜正审核系统收到

的实时照片。照片

有网格员现场拍摄

的，有设备智能抓拍的，还有群众“随手拍”上传

的。“如今不依靠人工巡查走访，也能及时发现

街头巷尾的一些情况。将问题推送至相应职能

部门后，还可以在平台上实时督办。”王茜茜说。

数据通畅，系统精减，让基层工作的效

率更高、负担更小。长丰县打造“城乡一体

化社会治理智能平台”，持续优化完善“一网

统 管 ”机 制 ，汇 聚 包 括 数 字 城 管 、善 治 长 丰

APP、12345 热 线 等 在 内 的 20 多 个 渠 道 ，在

1922 个网格中实现“受理（登记）—立案—派

遣—处置—核查—结案”闭环流转、工单全

流程数字化监督，切实为基层减负增能，提

升智治水平。

“以统计农村参保人员信息为例，以往需

要网格员挨家挨户上门询问。群众填好表格

后，再逐级上报审核，费时费力。”长丰县北城

核心区综合管理办公室运行服务科科长凤舒

介绍，“现在各条块实现了信息共享，谁家参

保、谁家没参保，一点鼠标就知道。”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长丰县双墩

镇党委委员夏松认为，“用好智能平台，帮助

基层干部精准梳理问题、流畅派单、及时反

馈，基层干部的负担轻了不少。”

安徽长丰县——

用好智能平台 减轻基层负担
本报记者 韩俊杰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2 月 17 日 20 时，第十四届全国

冬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十四冬”）将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上开

幕。作为北京冬奥会后举办的全国

冬季项目综合性体育赛事，“十四

冬”将是历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中规

模最大、项目最多、标准最高的一

届，将谱写我国冬季运动的新篇章。

“十四冬”共设 8 个大项、16 个

分项、176 个小项，将有 3700 余名选

手参赛，其中包括苏翊鸣、徐梦桃和

武大靖等冬奥冠军。“十四冬”首次

设置了群众组比赛，让更多人也有

机 会 在 全 国 比 赛 的 舞 台 上 一 展

身手。

在精彩中彰显传承

2 月 16 日，“十四冬”短道速滑

（公开组）迎来了开赛以来的首个

“金牌日”，炫目的灯光秀、高质量的

冰面、激动人心的倒计时……内蒙

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短道速滑馆内

比赛氛围热烈。

任子威、林孝埈、刘少昂等选手

你追我赶，表现精彩；武大靖、韩天

宇等征战过多届冬奥会的老将令人

瞩目。“我们对冬运会充满热情，期

待在这个赛场上创造更多可能。”武

大靖说，尽管他如今已是吉林省体

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兼教

练员，但只要踏上赛场，依旧壮志不

减当年。

2 月 16 日上午进行的冬季两项

（公开组）女子 10 公里追逐比赛中，

曾三次征战冬奥会的唐佳琳拼得一

枚铜牌。唐佳琳说：“依然能够和年

轻选手们同场竞技，我已经很满足

了。”作为我国首位参加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雪上技巧的运动员，宁琴来

到“ 十 四 冬 ”的 赛 场 时 已 是 一 名

教练。

选手们齐聚一堂，携手比拼中

也彰显着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传承之路。

“我们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挑战，现在年轻人所面对的挑战就

是国内竞争更加激烈。”复出征战“十四冬”的冰壶名将王冰玉坦

言。上个月在江原道冬青奥会上大放异彩后，来到“十四冬”赛

场的小将李金恣收获了短道速滑（公开组）女子 1500 米决赛 B
组的第五名，“B 组的竞争太激烈了，没赶上去。”激烈竞争的另

一面则是我国冬季运动良好的发展态势。

观赛热带来旅游热

16 日上午的比赛结束后，仍有不少观众守候在内蒙古冰

上运动训练中心出口外，等待为选手加油助威。海拉尔当日

的最低气温接近零下 20 摄氏度，“十四冬”的各个赛场却热火

朝天。

从北京来的朱黎婧夫妇 16 日上午刚下飞机，就奔向赛场。

“我们专门来看短道速滑的比赛，买了 3 个决赛比赛日的门票。”

朱黎婧说，他们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铁杆观众。

“十四冬”观赛热带来了旅游热。朱黎婧说，没有比赛的时

间也早有安排，“呼伦贝尔古城、莫尔格勒河景区，这些地方都打

算逛一逛。”

“十四冬”各个赛区早已做好准备，迎接八方来客。呼伦贝

尔古城到处是冰雪运动元素，2 月 14 日至“十四冬”闭幕的 27 日

期间，将举办 7 场文艺演出。

从赤峰到乌海，从鄂尔多斯到通辽，再到海拉尔，各个赛事

举办地，各式各样的冰雪旅游活动丰富多彩。内蒙古文旅厅发

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 5 天，全区接待国内游客 2097.53 万

人次，是 2023 年同期的 6.29 倍；实现旅游收入 148.79 亿元，是

2023 年同期的 8.52 倍。借由“十四冬”的契机，冰雪旅游的热潮

正越来越旺。

与以往冬运会有所不同的是，冰雪运动爱好者也可以在“十

四冬”上唱主角。1 月 13 日至 14 日两天，410 名运动员、教练员

在呼和浩特市东河冰场参与了“十四冬”群众比赛，群众在冰场、

雪场里同样享受运动的乐趣。

海拉尔气候寒冷，供暖期从每年 9 月底一直延续到次年 5
月。然而，在“十四冬”带动下，观赛热、旅游热和健身热，温暖了

这里寒冷的冬天。全运惠民，有了实实在在的注脚。

内涵更丰富功能更多元

滑雪登山是 2026 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的新增

大项，也首次成为全国冬运会的比赛项目。“运动员通过参加‘十

四冬’滑雪登山项目，不仅提高了竞技水平，还提高了心理适应

能力，‘十四冬’是对滑雪登山项目的一次很好推广。”国家体育

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高山运动部竞赛主管李振龙说，“对于

2026 年冬奥会，我们相信可以冲击该项目的奖牌，争取拿到好

成绩。”

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冬季赛事，冬运会肩负着为冬奥会练

兵的重要任务。从“十二冬”到“十三冬”，再到如今的“十四冬”，

冬运会在设项方面向冬奥会不断靠拢，提升冬奥项目占比，并增

设青年组比赛。

冬运会的变化也显现出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态势。首次以

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团参赛，是“十四冬”的又一个显著

变化。有更多的代表团特别是南方省份的代表团实现了冬运会

首次参赛，体现着冰雪运动“南展西进东扩”的成果。

冬运会一路发展至今，内涵更丰富功能更多元，不仅是提高

我国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舞台，也是群众畅享冰雪运动

的盛会。即将开幕的“十四冬”，将为我国冰雪运动可持续发展

带来新的希望。让我们共同期待一场精彩绝伦的冰雪盛宴。

（本报记者刘硕阳、吴勇、季芳、李洋、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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