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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资讯

□ 本报记者 罗 勉

广东省文明委日前印发了《关于加快

建设“志愿广东”推进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旨在擦亮“志愿广东”品牌，

奋力推动广东由志愿服务大省向志愿服务

强省的跨越。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截

至目前，广东共建成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2.76万个，志愿服务阵地不断拓展，广

东全省志愿者人数达2163万人，占总人

口的17.03%，位居全国前列，志愿服务蔚

然成风。

聚焦需求
开展专业志愿服务

群众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延伸到哪

里。每当关键时刻、紧要关头，广东广大志

愿者、志愿服务组织总是冲锋在前、迎难而

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省3000多

万人（次）志愿者、2.5万个志愿服务组织坚

守在抗击疫情第一线，有序协助开展核酸

检测、疫苗接种、物资配送、入户排查、门岗

查验、关爱特殊群体等工作。

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韶关、河源、梅

州、江门等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闻

“汛”而动，汇聚全社会志愿力量助力打赢

防汛救灾保卫战。

广东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我们以服务群众为落脚点，着力推进阵

地建设，以民政服务对象为重点，大力推进

民政领域志愿服务工作，在服务资金、服务

队伍、服务站点、服务领域等方面精准施

策、靶向发力。”

目前，广东省民政系统投入志愿服务资

金超过1亿元，成立民政领域志愿服务组织

500多个，组建民政领域志愿服务队伍1万

多支；在各类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建设志

愿服务站点23,673个，打造一批示范性志

愿服务站点。截至今年6月底，广东依法

登记并标识的志愿服务组织2017个，志愿

服务队伍超11万支，位居全国前列。

为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共青

团广东省委将志愿服务作为保障和改善民

生重要载体，推动志愿者成为办好社会民

生实事的重要力量。在12355青少年综合

服务平台上，共青团广东省委组织1027名

法律、心理咨询等专业志愿者，面向青少年

提供防疫咨询、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等线上

线下服务，累计通话量为116.8万通，解答

网络咨询25.7万个，线下服务青少年个案

4000余个。

创新实践
打造特色志愿服务品牌

“推进‘志愿广东’建设是提升基层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广东省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广东各地各部门坚

持理念创新、实践创新，立足自身实际打造

了一批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牵引性强的项

目品牌，形成了“护河先锋·志愿同行”“青苗

计划”“曲韵悠扬”“公益捡跑”“红棉老兵”

“乡村婆孙乐”“同在阳光下”“禁毒大篷车”

等一批在广东乃至全国叫得响的项目品

牌，极大提升了广东志愿服务的社会知晓

度、认同度。

3积分换一包盐、5积分换手写对联、8

积分换酱油、10积分换一小时的居家养老

服务……在东莞寮步镇上屯村，“尚善365”

文明积分计划广受好评，村民参与志愿服务

即可获得积分，并由此兑换生活用品、居家

养老服务等。

以广州为例，当地突出红色志愿，推动

“红棉惠民”“上善网红”“红心志强”等红色

志愿服务在各级文明实践阵地广泛开展，

让党旗飘扬在志愿服务一线。深圳不断深

化“社工+志愿者”运作模式，推动生态保

护、交通疏导、医疗救护、垃圾分类等19个

专业化领域组建专业志愿队伍1022支，打

造了一批专业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志愿服

务的质量整体得到提升。

广东先后出台《广东省志愿服务条例》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关于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实施意见》《关

于发展广东行业志愿服务工作的实施意

见》《广东省星级志愿者资质认证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推动志愿服务工

作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体制保障、

法治保障、政策保障。

广东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建立对口联

系、定向帮扶机制，深化广州深圳志愿服务

“双城联动”，培育打造品牌项目。同时，完

善政策保障，推动“互联网+”志愿服务深度

融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志愿服务融合发

展，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弘扬志愿精神，讲好

广东志愿故事，涵养广东志愿文化。要坚持

政治引领、价值引领、文化引领，共同推动广

东志愿服务事业走向高质量发展。

兴了产业 美了乡村 富了群众
——甘肃玉门市实施乡村振兴观察

□ 徐 玮 孟 琦

□ 本报记者 王 斌

夏秋之交，记者走进甘肃省下辖的县级市玉门，这里

乡间田野色彩分明，一幢幢民居点缀其间，一派美丽的田

园风光。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玉门将

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美丽乡村作为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三重路径，奋力谱写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新

篇章。

支部带动——施策“上项目”激活整个村

如何推动党建资源转化为农村产业发展的不竭动

力，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玉门用实践给出了自己

的答案。

“随着农民大量进城，农村闲置的房屋、大棚、加工

厂、学校教室大多数状况良好，废弃了可惜。发展村集

体经济需要场所，闲置资产正好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为

农民带来收益。”玉门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罗文政告

诉记者。

近年来，玉门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实施村级集

体经济“提质增量”工程，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统筹整

合乡村振兴衔接资金4900多万元，部署实施14个村级

集体经济项目，村级组织自身“造血”功能不断增强。

玉门赤金镇、清泉乡依托韭菜、人参果产业基地，采

取“支部+合作社+种植户”模式，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柳河镇、黄闸湾镇利用城郊优势，建成红色教育、特产采

摘、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发展集体经济，增加

农民收入；玉门镇将集体土地综合开发与培育富民产业

链相结合，打破村级界限，挖掘盘活集体资产，建立“参股

合作、本金保底、收益分红”的分配机制，促进村集体经济

提速发展……一个个农村集体经济项目，让玉门各乡镇

逐步形成了“有代表、有主导、有特色、有优势”的集体经

济壮大发展格局。

截至2021年底，玉门59个行政村不仅消除了集体经

济“空壳村”，而且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5万元以

上，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达到24个，村

级党组织自我“造血”功能不断增强。

产业拉动——增收不用愁 致富有奔头

在花海镇、赤金镇、下西号镇和饮马农场，玉门建

成现代化规模高产优质苜蓿生产集群带12万亩；持续

推进大畅河6000亩标准化蜜瓜种植示范基地建设，玉

门蜜瓜种植面积达8万亩；引进建成新希望、稼华、万

雄等万头生猪规模养殖场6个，玉门生猪饲养量达到

12.1万头……

像这样的农业产业园区，玉门先后规划建设了20

个。同时，吸引行业部门、科研院所建立教学基地和实践

基地，形成良性循环格局，成功打造了“中国蜜瓜之乡”

“中国韭菜之乡”“中国人参果之乡”“中国黑枸杞之乡”，

清泉万亩人参果基地入选国家农村创新企业园区，玉门

跻身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典型县。

近年来，玉门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紧紧围绕

“瓜果菜猪羊草”六大产业布局，主攻万亩大基地、亿元

大集群、全链大龙头、全域大品牌，着力打造连片成带、

集群成链、区域优品特色优势产业新高地，加快特色农

业全产业链发展步伐，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

繁荣。

产业有了规模，“有销路”是实现增收的关键。

为了畅通农产品下游销售渠道，玉门坚持市场导向，

找短板强弱项，抓好产销对接，推行新型经营主体产加销

一体化发展，发展订单农业,通过消费促扶贫、互联网+、

直播带货、招商引资等方式构建产销一体新格局，为农村

产业兴旺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打下坚实基

础。今年以来，玉门签约农产品订单262个，签约订单总

量52.8万吨，订单面积64.6万亩，实现产销共赢。

美丽行动——农房焕新颜 点亮宜居梦

在玉门赤金镇铁人新村，处处都能感受到农房改造

带来的变化，一排排复式小楼美观气派，房前屋后绿树

成荫，休闲亭阁点缀在其间，勾画出一幅美丽的田园风

光画。

近年来，玉门采取原址翻建、异地拆迁新建等方式，

在玉门镇、柳河镇等七个乡镇试点先行，新建农房684

户、风貌改造551户、拆除腾退389户，并对改造示范点周

边基础设施、绿化美化和风貌提升等给予资金支持。

“在农房改造工作中，每个示范村都有各自的特色风

格，既要立足乡村振兴长远发展抓统筹，又要贴近各村实

际抓特色，确保全市农房改造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个性与

共性并存。”玉门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马玉军说。

比如，柳河镇红旗村在“红”字上下功夫，建成一批乡

土特色农家园，打造“苗木产业+劳模精神+红色教育”为

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昌马镇上游村通过特色文化艺术墙

绘，打造乡愁记忆长廊和集镇天境油画长廊，不仅让群众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住乡愁，也促进了乡村旅游经济

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玉门通过向上争取、财政配套、农户自

筹和吸引社会资本注入等方式投入改造资金1.03亿元，

坚持“房、水、厕、污、貌”五项改造一体化同步推进，实现

村庄风貌、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全面提升。

□ 本报记者 张海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文化和旅

游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近日，中宣部举办“中国这十年”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推动新时代文化和

旅游高质量发展。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繁荣发展

“十年来，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我们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和旅游业繁荣发展，绘就‘诗’和

‘远方’新画卷。”文旅部副部长饶权在发

布会上表示，文化铸魂、文化赋能和旅游

为民、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中华文化

影响力持续提升，为加快建成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奠定了

坚实基础。

艺术创作持续繁荣，推动满足人民文

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以创

作为核心任务、以演出为中心环节的工作

机制不断健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

持工程、新时代系列艺术创作工程等实施，

构建新时代艺术创作体系。

《伟大征程》《奋斗吧 中华儿女》《我们

的四十年》等重大文艺演出描绘新时代壮

美篇章，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歌剧《沂蒙山》、话剧《谷文昌》

等文艺作品广受好评。各类文艺评奖和展

演展览活动引领作用不断发挥，线上线下

融合、演出演播并举，优秀作品不断涌现、

破屏出圈。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创造活力竞

相迸发。文旅产业体系逐步健全，标准体

系不断完善，产业规模不断壮大。2019

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44,363亿

元，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44,989亿

元，占GDP比重分别达4.50%、4.56％。数

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云看展”、线上演

播、网络直播、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加速崛

起。大众旅游、智慧旅游持续发展，自驾

游、露营旅游、冰雪旅游、康养旅游、海洋旅

游等引领休闲度假新潮流。文化创意、非

遗工坊、乡村旅游持续赋能乡村振兴。红

色旅游、旅游演艺蓬勃发展，文旅融合深度

推进。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十年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

法、博物馆条例以及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指导标准等先后出台，构建了从国家到

村（社区）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有力

保障了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215个、文化馆3316个、文化站4.02万

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57.54 万

个。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美术馆

和91%的博物馆都实行了免费开放。饶权

说：“从‘云端’到‘指尖’，公共文化服务更

便捷、更‘对味’。”

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文化活动

也越来越丰富。文旅部公共服务司负责人

陈彬斌介绍，参加文化活动时，群众不仅愿

意当观众，而且愿意当演员和创作者，全国

群众文化团队已经超过45万个，比2012

年增长了50%。这些年，全国形成了乡村

“村晚”、大家唱、广场舞等一系列群众文化

活动品牌，参加人数不断创新高。比如，

2022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的参与

人次就超过了1.18亿。

十年来，文化资源不断向基层延伸

是公共文化建设的一大特点。比如，文旅

部推进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

作者专项，10年累计向基层选派文化工

作者16.9万人，为基层文化单位培养人员

超过1.5万人；推动“戏曲进乡村”，每年为

中西部地区1.3万个乡镇配送7.8万场戏

曲演出；推动实施数字图书馆工程和文

化共享工程，全国所有地级市图书馆、

99%的县级图书馆，都能为读者提供数

字资源。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成效显著

十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

成效显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目前，全国文化遗产资源家底逐步摸

清。饶权介绍，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

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不可移动

文物76.7 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058处，备案博物馆6183家；我国共有各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各级代表性传承

人9万余名，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3062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3,026部，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3家；世界遗产

56项，位列世界第二；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2项，位列世界

第一。

文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王晨阳

介绍，十年来，我国设立了23个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并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

计划、中国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曲艺传

承发展计划等，培训传承人超过10万人

次。通过开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

振兴工作，在各地设立非遗工坊2500余

家，增加了群众的收入，促进了当地的经

济发展。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

说，十年来，文物保护意识持续深化，“让

文物活起来”等理念深入人心。比如，“唐

宋八大家”“万年永宝”“何以中国”等展览

成为社会文化热点。《国家宝藏》《如果国宝

会说话》《中国考古大会》《古韵新声》等电

视节目引爆大屏小屏，参观博物馆成为社

会新风尚。此外，流失文物追索也取得新

成绩，1800余件（套）海外文物“游子”回

归祖国。

文旅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旅产业已经

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引擎，在促进国

民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十年的文化产业发展，可谓是‘日

出江花红胜火’。这10年的旅游产业发

展，可谓是‘春来江水绿如蓝’。”文旅部产

业发展司司长缪沐阳介绍。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主体不断

壮大。十年来，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数量从3.6 万家增长到了6.5 万家，年营

业收入从 5.6 万亿元增长到 11.9 万亿

元。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旅行社4.2

万家、A级景区1.4万个、星级饭店8771

家，文旅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逐

步凸显。

产品供给日益丰富，产业融合激发消

费潜力。5G、大数据、AR/VR、人工智能、

超高清等数字技术在文化和旅游行业广泛

应用。《大鱼海棠》《舞上春》等一批具有鲜

明中华文化特色的数字文化精品不断涌

现。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

融合，乡村旅游、文化遗产旅游蓬勃兴起。

截至目前，我国建设了15个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示范城市，115个国家文化和旅游

消费试点城市。

产业投融资体系不断完善，对外贸易

成效显著。产业投资主体日益多元，投资

规模持续扩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支持力

度持续加大。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工具在文化和旅

游领域得到了有效推广和应用。文化产品

进出口连续多年保持顺差，出入境旅游取

得大幅跨越。2021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

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文旅产业博览

会等平台作用不断凸显，国家对外文化贸

易基地建设持续推进，更多优质文化和旅

游企业走出国门。

绘就“诗”和“远方”新画卷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广东：群众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近年来，随着四川加

大对皮影的收集保护力

度，加快培养皮影制作、表

演非遗传承人，推动皮影

文物活化，一度式微的皮

影艺术逐渐焕发往日光

彩。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冠

名“中国”的皮影专题博物

馆，成都博物馆汇聚了来

自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近

30万件影偶精品，形成全

球藏品数量最多、年代最

久、种类最全、品质最优的

皮影收藏。图为成都博物

馆副馆长黄晓枫介绍展出

的皮影剧目。

王 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