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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记者梅常伟）中央军委慰问驻京

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观看演出，向在座的军队老同志

和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战歌嘹亮迎新春，强军奋进新征程。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

节即将到来之际，为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为国防和军队

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驻京部队老干部在中国剧院欢聚一堂，喜

迎新春佳节。

下午 4时许，习近平来到老同志中间，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共同回顾在党的二十

大精神指引下，过去一年来党、国家、军队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

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进，为打好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贡献。

演出以“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为主题，通过文艺轻

骑队为兵服务的原生态方式呈现，生动反映新时代强军事业伟大

成就，充分展现全军官兵忠诚维护核心、奋进强军一流的精神风

貌。“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新的一年新目标”，歌舞《战歌迎春》拉

开演出序幕，营造出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情景表演唱《追光》，热

情讴歌思想照耀前程、奋斗开创未来的壮阔实践，鲜明表达在党

的旗帜下铸牢军魂的决心意志。混声合唱《淬火成钢》，展现深化

军队政治整训焕发出的新风正气，彰显巩固纯洁光荣、扛起强军

使命的坚定信念。表演唱《前出时刻》和舞蹈《决胜》等节目，反映

部队枕戈待旦的戒备状态和闻令而动的冲锋姿态。 （下转3版）

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 1 月 30 日

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42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两侧，号

手吹响迎宾号角。使节们相继抵达，穿过旗

阵，沿汉白玉台阶拾级而上。

在巨幅壁画《江山如此多娇》前，习近

平分别接受使节们递交国书，并同他们一

一合影。

他们是：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意大

利驻华大使安博思、阿联酋驻华大使哈马

迪、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坎贝尔、乌克兰驻华

大使里亚比金、伊朗驻华大使巴赫蒂亚尔、

格林纳达驻华大使马岩、突尼斯驻华大使

阿拉比、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比利时驻华大

使安博宁、赞比亚驻华大使齐乌卢、瑞典驻华

大使欧思诚、波黑驻华大使贝尔扬、波兰驻华

大使古天卫、科威特驻华大使纳吉姆、赤道几

内亚驻华大使奥巴马、卢森堡驻华大使卢睿

朗、厄瓜多尔驻华大使科尔多瓦、洪都拉斯驻

华大使蒙卡达、阿塞拜疆驻华大使胡赛诺夫、

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奥马尔、肯尼亚驻华大使

贝特、哥斯达黎加驻华大使奥尔图诺、牙买加

驻华大使威廉姆斯、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拉

赫桑、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马克西姆、马来西亚

驻华大使诺曼、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塞

拉利昂驻华大使卡里姆、东帝汶驻华大使罗

瑞、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切尔维亚科夫、阿富汗

驻华大使卡里米、老挝驻华大使宋蓬、玻利维

亚驻华大使西莱斯、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特霍夫、所罗门群岛驻华

大使萨拉托、斐济驻华大使李振凡、布基纳法

索驻华大使毕达伍、捷克驻华大使托姆乔、澳

大利亚驻华大使吉思德、亚美尼亚驻华大使

格沃尔克扬。

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在北京厅

对使节们发表集体讲话。

习近平请使节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

和人民的新春祝福和良好祝愿，指出，中国珍

视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同各国人民深化友好情谊、扩大互利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下转3版）

习近平接受外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中央军委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1月 29日下午，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观看

演出，向在座的军队老同志和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新

春祝福。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1月 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阿扎利·阿苏马尼，祝贺他当选连任科摩罗联盟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科是真诚友好、相互信赖的好朋

友、好伙伴、好兄弟。近年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各

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我高度重视中科关系发

展，愿同阿扎利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

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扎利
当选连任科摩罗总统

新华社记者
周 玮 王 鹏 徐 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

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

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文化遗产

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被不断激

活，一幅古今辉映、气势恢宏

的新时代文化长卷徐徐展开。

让中华文脉绵延赓续、文

明薪火代代相传，新时代新

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文

化思想为指引，更好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

强大文化力量。

保护：把老祖宗
留下的文化遗产精
心守护好

2022年 1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平遥古城，自迎薰门步

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全貌。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

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

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

万代。”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

论述给人以启迪。

秉持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

负责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在地方考

察时总是不忘调研当地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反复叮嘱要把文

化遗产保护好。这充分展现了

总书记强烈的历史担当、深沉

的文化情怀，宣示了我们党对

待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

在古都北京，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重

回福州三坊七巷，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

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

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必

须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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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哪里的路面坏了、哪里的树木需

要修剪，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的“群

众贴心人”都会知道。在该县的智慧

平台上，百姓再小的诉求也不会被忽

略。有人反映：“家门口安装的太阳

能路灯晚上不亮。”很快就有人去维

修；有人说，离家不远处，有一盏照

明灯整晚不关，影响休息，灯管很快

被换掉。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萍乡

市以 154个村庄和社区为基础，按照

“地域相邻、规模适度、方便管理”

原则，优化设置了 3958 个“群众贴

心人”服务网格，并开发了相应的小

程序和智慧平台。在刚刚过去的

2023 年 12 月，上栗县“群众贴心

人”智慧平台收集了 2213 条群众诉

求，有 1977条已被解决。

2008 年，萍乡市上栗县为做好

基层工作和群众工作，选派 1284 名

党员干部回到出生地，发挥血缘、亲

缘、地缘优势，组建了“群众贴心

人”队伍。十几年来，“群众贴心

人”工作机制不断被深化细化。

按照主题教育的要求，萍乡市各

级党政部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推广“四

下基层”工作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一线争当“贴心人”、扎根一线

办好“贴心事”，持续擦亮“群众贴心

人”品牌。

智慧平台办成更多“贴心事”

凭借“贴心人”协调制度下的社区

党建共建联建机制，上栗县平安社区党

委书记黄先根做成了一件以前“没人敢

来做”的事——帮两栋烂尾楼的业主办

不动产权证。

县城里的溪山雅苑小区是一个老小

区，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开发商无

力解决，导致小区建设后期的 80 户居

民未能办理不动产权证，落户、孩子入

学、房屋租售都受到影响。

这些问题复杂难解，例如，雨污废

水分流的标准就有争议。“按照现行的

标准，它是没法通过验收的，但这个小

区是 2012 年建设的，按照当年的标

准，它是可以发放不动产权证的。”黄

先根介绍，除此之外，验收单位的职能

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原本的消防验

收，转移到了住建部门，而住建部门负

责的人防验收，又转移到了发改委，出

现了很多空档，怎么去衔接？”

黄先根想到用“群众贴心人”机制牵

头解决。这个机制的优势是能打破基层

治理职能的条块分割，以问题为导向组

织行动。在党委支持下，通过智慧平台，他

把消防、住建、城管、片区民警等相关的职

能部门约到一起，开协调会商量：能不能

在保证消防安全和房屋建筑质量安全的

前提下，尊重历史标准，解决现实问题？

经过一轮轮协商， 2023 年 12 月 8
日，第一批 26 户业主的不动产权证书

发了下来。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为此特意

举办了一场仪式，铺上了红地毯。黄先

根在现场，看到他们的笑容，“真的很

有成就感”。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

功”，紧紧围绕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

萍乡市的党员干部通过理论学习提高认

识，到社区到村庄找问题，努力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的一件件实事。

上栗县鸡冠山乡鸡冠山村党支部书

记夏云峰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走访群

众，了解到村民希望村里建一个健身活

动场所的诉求后，集体研究决策，开辟

了一块地方建了个门球场。

去年秋天，上栗县长平乡佛溪村的

种植户杨本良种植的 70 余亩百香果和

20 余亩罗汉果陆续成熟上市，但由于

缺少稳定的销售渠道，销量不理想。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易中华得知情况

后，主动联系对接县委宣传部、县文广

新旅局等部门制作图文、视频进行宣传

推介，同时号召党员、群众齐心参与，

发动更多力量为杨本良解决销售难题。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村里帮助

杨本良售出了不少果子，他的果园也慢

慢有了口碑。 （下转3版）

扎根一线做“贴心人”建智慧平台办“贴心事”

江西萍乡：擦亮“群众贴心人”品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1月 29日一早，当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来到贵州省贵阳市石板镇镇山村时，谷佳

骏刚点上壁炉，火苗在炉灶里跳跃，房梁上

悬挂的纸燕随着热气飘动起来。屋外，一只

白猫翘着尾巴在矮墙上散步。

几年前，摄影家谷佳骏刚到这里，他拨

开一人高的杂草时，看到了一座快要垮塌

的老房子。

谷佳骏陆陆续续花了七八十万元改造

这座老屋，保留了老屋的骨架，加固了木质

墙壁，修缮了地板和屋顶，又装上智能马

桶、地暖等现代设施。这里成了他的艺术家

朋友都爱来的居所。

这一切都被石板镇党委和村“两委”的

工作人员看在眼里。

这个小村庄自 20 世纪 90 年代便开始

发展旅游业，这里紧邻花溪水库，碧绿的湖

水映着青山，风景秀美，但发展水平一直不

高。不少当地村民靠向游客收停车费赚取

收入，还有部分村民利用沿湖的房子开农

家乐、卖烧烤。

虽然村“两委”能由此获得一些村集体

收入，但游客带来的垃圾令他们颇为头疼。

村党支部书记李良平坦言，“一年花的清洁

费有十五六万元”。

艺术家的到来启发了他们。村庄未来

应该如何发展？能否请艺术家出谋划策？

住到镇山村以来，谷佳骏看到村里的

旅游乱象，也颇为痛心。在他看来，这座有

400多年历史的布依族古村落不应该是现

在这个样子。

2022 年，谷佳骏等 20 余名艺术家、学

者获聘为镇山村“新乡贤”，成为村里闲置

农房的美学指导顾问。村里每逢开“两委”

扩大会、村民议事会、坝坝会，常常拉上谷

佳骏等“新乡贤”一同出席。

谷佳骏也爱跟村民打交道，“蹲在一起

烤火炉、吃东西”。获聘之后，这位拍惯了人

物、风景、苗绣的摄影家，也开始学习治房、

治水、治垃圾等本地的“农村五治”政策。他

坚持认为，村民是村庄的主人，要让改变“自

下而上”地发生。

谷佳骏注意到，村里有些年轻人没找到

合适的工作，他们回到家乡后整天讨论该干

点啥，但下不了决心，也不知怎么把想法落地。

谷佳骏提出了改造老屋、发展“庭院经

济”的想法。令他高兴的是，这些年轻人对此

很感兴趣。

但是，革新没那么容易。过去，为了方便

游客停车，不少村民将院门拆掉，在院子里铺

上水泥，做成简易的停车场，村民坐在家门口

就能收钱。 （下转3版）

贵阳一布依族古村聘请“新乡贤”

艺术家引路 古村落发展“庭院经济”

□ 李雅娟

3 年前到镇山村时，这里拥挤、杂乱。
一进村，就有村民迎上来，说要交30元停
车费——还没下车，就有种“挨宰”的感
觉。村里并没有规整的车位，再加上车多
路窄，掉头、进出都很困难，体验并不好。

这次重访镇山村，感受却大为不同。艺

术家让这里变了样，或者说是变了回去，重
新回归自然古朴，比之前舒服多了。

受聘为镇山村“新乡贤”之后，谷佳骏
等艺术家为年轻人提供庭院乃至村庄的整
体规划思路，年轻人则提出各自的想法，冒
出不少新奇的点子。谷佳骏说，有的年轻人
不想用自家院子做经营，但也来请教他如
何布置、改造，“只为给孩子一个美的家园”。

这些“新乡贤”为村庄带来发现美的眼
睛，帮助人们发现家乡的美。在这样的滋养
下，人们也更加爱护家乡的山山水水。

村里有了发现美的眼睛

本报福建泉州 1月 30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乔佳新）1月 28日，由中央

网信办、国家文物局、人民日报社、福建省委网信委联合指导的“何以中国·向海

泉州”网络主题活动在福建泉州举行。

主题活动以南音表演《流连刺桐》开场，嘉宾围绕“耕海千帆竞”“刺桐万国

商”“古厝吐新生”“爱拼才会赢”4个篇章展开主题讲述。此外，活动设置“福建时

刻”，发布壳丘头遗址群考古等考古成果、“海丝情——我把家乡唱给你听”等网

络国际传播活动。中央和地方新闻网站、商业平台发布了“何以中国·向海泉州”

系列网上主题宣传项目。

作为“何以中国·向海泉州”系列网上主题宣传项目之一，由中国青年报·中

国青年网、福建省委网信办、泉州市委网

信办等联合开展的“何以中国·青春飞

扬”主题宣传同步进行。主题宣传聚焦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突出“青年视

角”“文化味道”“地域特色”，产品集文、

图、漫、视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用浸润着

中华文化的精品力作激扬青年精神、凝

聚青春力量。主题宣传期间，中国青年

报·中国青年网围绕“何以中国·青春飞

扬”主题，陆续推出“音乐里的青春”“青

眼最泉州”“人文闽南”“青眼看非遗”等

系列融媒产品，以及“鲤好 泉州”“青春

飞扬”系列报道和评论文章，全方位、多

角度、立体化展现古城泉州的音乐之美、

古建之美、人文之美、非遗之美，助力推

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传统文化焕发青

春气息，激发更多青年探索“何以中国”，

用青春力量推动中华文明薪火相传。

“何以中国·青春飞扬”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启 动

（相关特刊详见5、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