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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近日，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就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指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
动工作结合起来，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
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根本宗旨，强化公仆意
识、为民情怀，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用，
结 合 各 行 各 业 实 际 ， 立 足 本 职 岗 位 为 人 民 服
务，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
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
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通知》强调，要聚焦聚力重点任务，着力贯
彻新发展理念办实事，让群众分享高质量发展成
果、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办实事，建设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
主义新乡村；着力保障基层民生需求办实事，推
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着
力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便民利民办实事，完善办事
流程、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办事效率；着力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办实事，将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通知》强调，要把察民情访民意作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第一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群众、深入生产一线、深入下属单位、深入工作
服务对象，广泛听取意见、了解民生需求。要聚
焦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聚焦发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聚焦长
期未能解决的民生历史遗留问题，研究提出和实
施“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集中出台一批
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政策举措，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实招硬
招，实施一批直接造福于民的项目工程，解决一
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要深化岗位建功和
志愿服务活动，带动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水平，推动形成各级
党组织聚焦聚力、广大党员积极行动、社会各界
和人民群众踊跃参与的良好局面。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部署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在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时间节点意义非凡。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两

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描绘了中国接下来的“任
务表”和“施工图”。近期以来，中国的这一规
划纲要，备受世界关注。

这份宏伟蓝图，展现了值得期待的中国未
来。翻开这份沉甸甸的规划纲要，一幅未来 5
年和 15 年中国发展的宏伟图景呈现在世界眼
前——“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
别降低13.5%、18%”“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展
望 2035 年 ，我 国 将 基 本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这份宏伟蓝图的底气，源于一代代中国
人辛勤的汗水，靠的是亿万人民的磅礴伟力。

这份宏伟蓝图，反映了人们向往更加美好
生活的心声。“十三五”末，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突破 100 万亿元，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
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创造了人类减贫史
上的奇迹。为了让人民意愿在“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得到充分体现，各级
领导干部访农家、进企业，察民情、问良策，
确保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数据显示，在征集意见建议期
间，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101.8万条。

这份宏伟蓝图，列出了明确的目标任务。

“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具体怎么干？任务清晰——聚焦量子信息、光
子与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
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持续提高低
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深化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东方风来春色新。放眼神州大地，人们精
神饱满、干劲十足，一幅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
卷正徐徐展开。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大型丛书《共和国日记》：

留存共和国永恒记忆

日前，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大道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春季劳动竞赛
如火如荼。该项目是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重点工程，路线全长 21.916
公里，全线共设置互通式立交桥9座。图为中建路桥集团承建的湛江大道项
目俯瞰。 侯宇浩摄

道路建设忙

本报西宁4月 5日电 （记者贾
丰丰） 记者日前从青海省水利厅了
解到，过去 10 年，青海共完成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1.09 万 平 方 公
里 ，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和 强 度 实 现

“双降”。
从 2011 年 3 月开始，青海省积

极推进水土保持法配套法规建设，
水土保持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十
三五”期间，全省依法编报水土保
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达 1312 个，

确保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资
金落实到位。

统计显示，10年间，青海省共
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09 万平方
公里，其中水利行业完成水土流失
治理面积 3162.88 平方公里，土地
利 用 率 由 50% 提 高 到 70% 以 上 。
全省范围破坏大于治理的被动局
面总体上开始扭转，经济建设与
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初
步形成。

青海十年治理水土流失超1万平方公里约旦从中国采购的首批新冠疫苗运抵
据新华社安曼4月 4日电 （记

者冀泽） 约旦政府从中国采购的首
批国药集团新冠疫苗 4 日晚运抵约
旦首都安曼。

中国驻约旦大使陈传东表示，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约两国守望
相助、携手抗疫，彰显了两国人民
的深厚友谊。中方积极协助约方采
购中国疫苗，体现了中约战略伙伴
关系的价值和中方支持约方抗击疫
情的实际行动。中国疫苗的安全

性、有效性得到约旦民众广泛认
可。中方将继续同约方开展抗疫合
作，帮助约旦早日战胜疫情。

约旦于 1 月 13 日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所有在约民
众可自愿、免费接种。约旦官方4月
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约旦已有超过
32.5 万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约
11.5万人完成第二剂疫苗接种。

约旦卫生部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632907例。

新华社北京4月 5日电 （记者
史竞男）“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共和国日记》大型丛书日前已由河
南人民出版社推出 1950 至 1965 卷、
1979至1983卷。

该丛书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的专家
学者编撰完成。以创新的治史方
式，以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的手
法，每年一卷，逐月、逐周、逐日
记载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
交等各个领域，囊括中央、地方和
基层等各个层面，系统、翔实地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

一心、艰苦奋斗，取得国家发展建
设的辉煌成就。

专家表示，这是一部全方位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大型丛书，既
有大事要事的钩沉，又有历史细节的
描摹，重现亲历者的见闻感受，且包
含大量珍贵历史照片，生动记录下社
会变迁和百姓生活变化，以文图并茂
的形式留存共和国的永恒记忆，具有
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和现实意
义。该书出版，为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提
供了丰富史料。

据悉，该丛书第一期共 60 卷
（1949年到2008年），其他各卷将陆
续出版。

本报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叶
紫）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近日在
北京召开农村养老服务工作交流会暨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报告发布
会 。 中 国 老 龄 事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自
2019 年 10 月启动“乐龄陪伴——农
村留守老年人关爱工程”以来，先后
动员和筹集资金 4000 余万元，在全
国 11 个省市区的乡村资助建设“乐
龄之家”500余个，为农村留守老年
人及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健康管理、心理关爱、学习教
育、法律援助、安全防护等服务，组
织志愿者、助老员为行动不便的农村
居家老人提供助餐助洁、精神陪伴。

据了解，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
会将突出工作重点，聚焦农村养老
服务短板，通过加强人口老龄化国
情教育、“乐龄之家”建设、志愿者
队 伍 、 精 准 化 服 务 、 筹 资 能 力 建
设、品牌建设等，持续推进乐龄陪
伴工程。

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工程深入开展

国内旅游市场正在有序复苏国内旅游市场正在有序复苏

图①：4月5日，小朋友在江苏省淮安市九龙湖公园开心游玩。 赵启瑞摄 （人民视觉）
图②：4月4日，游客在河北省邯郸市南堡乡万亩桃园景区自拍。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图③：4月4日，游客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古镇观看杂技演出。 董小飞摄 （人民视觉）
图④：4月5日，游客在山东省沂南县红石寨景区体验摩托艇。 王彦冰摄 （人民视觉）

①①

本报北京4月5日电（记者王珂） 记者5日
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
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数据，经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清明节假期，全国
国内旅游出游1.02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
长 144.6%，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94.5%。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271.68亿元，同比增长228.9%，恢
复至疫前同期的56.7%。

国内旅游市场正在有序复苏，由于近程旅
游占比高、旅游产品价格低、景区减 （免） 票
等原因，旅游消费完全恢复尚需时日。清明节
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未发生重特大安全
生产事故，未发生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系统传
播事件。

游客出游热情高涨，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踏青游、近郊游、乡村游、自驾游等需求加速
释放，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显示，57.0%的游
客参与踏青郊游，32.5%的游客体验游园赏

花，自驾游客占比 60.0%。红色旅游持续升
温，各地组织开展“守护2021清明祭英烈”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游客纷纷走进革命纪念馆瞻
仰英烈，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江西
井冈山、陕西延安和河北西柏坡等红色旅游景
区受到游客青睐。不少红色游景区推出“红色
主题游”+“历史人文游”+“秀美山水游”的
组合线路，让游客既可以欣赏到红色旅游带来
的人文情怀，也可以学习到不少历史人文，还
可以在学习参观的同时体验生态之旅，旅游体
验度大幅上升。

市场供给丰富，假日旅游品质提升。各地
文化和旅游部门准备充分，市场供给及时响应
了游客需求。旅游景区接待量、度假酒店和特
色民宿入住率接近疫情前同期水平，局部地区
出现“量价齐升”现象。博物馆、图书馆、美
术馆、文化馆等接待游客增多，展览、话剧、
诗会、音乐会、舞台剧等逐渐回归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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