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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子元 王冬梅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

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12 月 20
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牧

场锦绣家园社区服务中心，活动室里传出阵

阵歌声，社区合唱队 13 名队员正在排练歌

曲。楼道另一侧，民族舞蹈“黑走马”正在欢

快地排练，书法绘画室向所有人开放……

楼外天寒地冻，室内热火朝天。零下 20
摄氏度的冬日里，一栋小楼为社区居民提供

了开展文体活动的好场所、好机会。

跟随“追着雪花看新疆”采访团，本报记

者来到西山农牧场锦绣家园社区。在这里，

多民族大家庭共同生活、热心奉献的故事温

暖心窝。

“和老姐妹们每天来活动室唱唱跳跳，不

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锦绣家园社区的回族

居民高秀梅说，加入合唱队，给自己的退休生

活带来了很多欢乐。

“她们教我跳舞，我教她们唱歌。”这支由

居民蔡绍兰组建的合唱队，吸引了不同民族

的退休老人，大家每天下午 3时在社区活动室

排练，最多时有 30多人参与。

“今天的合唱活动有哈萨克族、回族、维

吾尔族的姐妹来参加，汉族的也不少。平时

不论什么民族，大家来参与活动，都很开心。”

蔡绍兰自豪地介绍。

西山农牧场地处乌鲁木齐市南郊，5万余

人居住在此，其中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等少数民族共 25292 人，占总人口的 49.8%，

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社区时不时组织各类活动，把各民族退

休老人聚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流、表演节目，

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生活在这里很开

心。”蔡绍兰说。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牧

场，多民族互嵌式生活十分平常。锦绣家园

社区下辖 4个小区、28栋楼、297 个单元，8000
余居民中少数民族占比近 30%。这里推选出

的勉莉莎家庭去年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他们的故事温暖人心。

“我和妈妈是回族，爱人和公公是维吾尔

族，爸爸是汉族，婆婆是柯尔克孜族，爱人的

姥姥是塔吉克族，我们是 5个民族组成的团结

之家，也是温馨和睦的‘石榴籽’之家。”在社

区服务大厅，记者遇见了勉莉莎和她的丈夫

艾塞提·艾合买提。

今年 29 岁的勉莉莎与艾塞提相识已有

15 年。回忆两人当初如何走到一起，勉莉莎

说：“我跟他认识的时候还是同学，后来机缘

巧合分到一个单位。尽管发现他这个人很细

心，工作很上进，但考虑和他在一起，民族不

同，有些犹豫。回来告诉我妈妈，她说我们都

是一个大家庭，不要分民族，只要我们两个觉

得合适就好。”

2015年，勉莉莎的婆婆阿依古丽·阿里木

确诊癌症，不久，母亲刘梅也确诊癌症，突如其

来的变故打破了一家人原本幸福平静的生活。

患癌后的阿依古丽·阿里木和刘梅，没有被

病魔打倒。宣传健康知识、关爱自闭症儿童、加

入拥军志愿者团队……自 2018年起，她们带动

全家一起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坚持至今。

一个家庭，五个民族；团结友爱，热心公

益；爱国拥军，小家大爱；优良家风，代代传

承。2021年，勉莉莎一家 8口中有 4人被所在

地社区评为“优秀志愿者”；2022年，勉莉莎家

庭获得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农场里很多家庭都很优秀，作为他们的

代表，我感到很开心。我们会更加珍惜这份

荣誉，也把我们‘民族团结 尽孝爱家’的家风

好好传承下去。”勉莉莎说。

如今，勉莉莎夫妻都在尝试电商新工作，

也有了新一年的目标：“踏实工作，努力赚钱，

明年带着全家去云南旅游，未来一切都还充

满希望。”

“近几年，西山农牧场有了工业园，有了

大学城，3 所院校已经落地，农场的常住人口

正在不断增加。新的力量注入进来后，社区

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对民族工作也提出了新

要求。”总结多年来的民族工作经验，西山农

牧场锦绣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王红波说，“社

区的工作只有让老百姓看到、听到、摸到，才

能够真正落地，才能进入人心。”

“今年冬天，我们还在小区里面设立了

‘红石榴茶摊’。在老百姓的楼底下把茶摊支

起来，喝茶聊天都不要钱，现场收集大家的建

议意见，能解决的立刻解决，让各族百姓都能

够感受到社区的温暖。”王红波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社区里的民族团结故事——

“社区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追着雪花看新疆

12月21日，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浦阳
江畔的江西湖电排站改建工程正在实施主
体泵房基础及自排箱涵主体建设。

店口镇位属浦阳江下游，地势低洼，极
易发生洪涝灾害。

近期，店口镇利用“冬修水利”黄金
期，全力推进浦阳江店口段综合治理工程
建设，包括加固渠道堤防、修护内河护岸、
整治河道、清淤疏浚，同时新建三座电排
站。工程完工后将全面提高城市防洪排
涝能力，减少洪涝灾害，为城市发展水安
全、水环境、水生态安全提供有力的支撑
和保障。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冬修水利提升防洪排涝能力

新华社记者 白阳 任沁沁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

教育法》，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实施。

有关部门将推出哪些实招让法律落地？

在 2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

办、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对贯彻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重点工作进行

了解读。

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广泛深入
持久有效开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主任

杨合庆表示，爱国主义教育法全面系统地规

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领导体制、工

作机制、职责任务、实施和保障措施等，将为

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广泛深入持久有效

开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为弘扬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有力支撑，为维护国家

安全、荣誉和利益奠定坚实基础。

杨合庆表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

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实

施要遵循爱国主义教育规律。

“爱国主义教育是面向全体人民的教

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重点在青少年、基

础在学校教育；既要注重教育引导，又要注

重实践养成，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

推进，为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营造良好氛

围。”杨合庆说。

把握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重大时间
节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将爱国主义教育写入法律，是回应人民

群众强烈爱国热情，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凝聚

价值共识，涵养家国情怀、增进民族团结，更

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的现实需要。”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副

局长曾建立说。

根据爱国主义教育法，在每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

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

“明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也是我们落

实法律规定、把握重大时间节点有力有效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利契机。”曾建立介绍，

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对明年的

庆祝活动进行谋划设计。主要设想是动员社

会各方面参与、深入城乡基层一线，广泛开展

学习体验、主题宣讲、缅怀先烈、网上宣传、群

众性文化活动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

活动，激发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爱

国之行，营造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的浓厚

社会氛围，使热爱祖国成为全体人民的坚定

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网络内容建设

网络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爱国

主义教育法明确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的责任义务。

中央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副局长唐磊表

示，近年来，中央网信办在推动制定修订网络

立法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爱国主义相关法规制

度建设，从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三个层

面，积极完善爱国主义相关制度。

他表示，网信部门将进一步指导网络信

息服务提供者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网络内容建

设，组织开展爱国主义相关重大主题、重大活

动、重大事件等宣传报道，营造浓厚的爱国主

义教育氛围。持续加大对含有违反爱国主义

教育法内容的网络信息的治理力度，进一步

压实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主体责任，健全完

善长效机制，切实将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法规

制度要求落实到管网、办网、上网全过程，积

极营造天朗气清、生态良好、正能量充沛的网

络空间。

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

学校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

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办好、讲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大泉表示，

教育部将落实法律规定，将爱国主义教育贯

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

入各类学科和教材中，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有针对性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法治教

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

此外，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各类社

会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打造场馆育人精品项

目、红色文化弘扬基地，组织学生参加“场馆

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等。指导各级

各类学校开展好“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等主题教育活动，

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发挥学校

与家庭联系紧密的独特优势，把热爱祖国融

入家庭教育。

创造更丰富、更具吸引力的文化
遗产资源旅游项目和产品

爱国主义教育法对利用红色资源、文物

古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各类文化场馆等

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作出明确规定。文化

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一级巡视员周久财表

示，将持续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创

造更丰富、更具吸引力的文化遗产资源旅游

项目和产品。

周久财表示，文旅部充分发挥各类博物

馆、纪念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

设施，文化艺术研究机构、文艺院团，文物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展览展示馆等资

源和优势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通过推动

文物的活化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弘

扬，发掘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爱

国主义精神。

“我们将持续推进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

遗产、红色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工作，支持革命

纪念馆、博物馆、非遗馆利用数字化技术增强

展示效果，推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

园。组织开展红色旅游相关品牌活动，推动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发挥红色资

源教育功能。继续围绕春节、元宵节、端午节

等传统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

动，增进家国情怀。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

作的主旋律，在各类重大活动中加大爱国主

义题材作品的演出推广力度。”周久财说。

（新华社北京 12月 21日电）

爱国主义教育法元旦起生效，贯彻实施的重点有哪些？

（上接第 1版）

构建资源链，重塑供应链，英维创新大厦工会联合会成为

另一个实践样本。

大厦里加入工会联合会的创新企业和 2500多名员工，既

是工会服务的对象，也“顺势”转化为提供服务的资源。每层

楼都设有“娘家联络人”，让工会成为一个诉求与资源流转的

平台——记者看到，一些挂上“心愿树”的诉求，被入会企业甚

至会员领走，工会活动“自发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职工与职

工之间开展起来。

依托供应链，做优服务链

“实施‘百圈千点万人服务行动’，旨在重塑工会服务网络

体系。”长沙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彭鉴西认为，基层工

会依托园区、社区、企业、楼宇商圈、社会机构等多方力量采取

共建共享方式打造职工服务阵地，盘活了城市资源，做强了工

会供应链，优化了工会服务链。

工会推动长沙市中心医院、市第三医院、市第四医院、市

口腔医院等一批医院与企业结对，多元化、定制化的医疗类健

康服务基地“遍地开花”，仅市级医疗类健康服务基地就与

120 余家企业（园区）达成结对服务协议，受惠职工及家属超

过 50万人。

长沙市中心医院社会办主任邓为之认为，工会倡导下的

医企结对更似一场“双向奔赴”。

“前期逐一上门走访，了解职工的不同需求，形成健康

管理档案，制定服务‘清单’，按需‘上菜’。”邓为之介绍，与

医院结对的 8 家企业涵盖装备制造业、新业态企业、服务业

等，惠及职工近 2 万人，医院社会办每位工作人员负责对接 1
家至 2 家企业职工就医服务，针对每个职工建立信息登记，

医院设置绿色就医通道，无论是夜间还是周末、节假日，均

可实时联动。

更多的资源充实到工会的供应链，精准应对职工各类诉

求的各种“定制服务”也应约而生。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中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会

专干彭怡娟介绍，与长沙市第三医院、长沙市口腔医院达成

健康结对服务协议后，“很多在项目上的职工，包括海外员

工，都可以线上线下享受工会提供的 15 项大健康管理清单

服务。”

延伸服务链，赋能组织链

在水果店上班的小杨未干满一月就提出辞职，老板拒绝

足额发放工资，争执不休的双方在专职调解员的专业调解下

很快握手言和……类似的案例在望城区劳资纠纷快处快结调

解中心还有很多。

只进一扇门，只跑一次腿，就可以“案结、事了、人和”。这

个由区总工会牵头联合经开区、人社局、司法局、区法院设立

的调解中心，集约了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司法确认、法律援

助，去年 10 月运行以来，成功调处各类劳资纠纷超 250 起，涉

及金额 400余万元。

长沙市总为各街道工会增配了工会社会化工作者，招募

的 6000 多名工会服务志愿者涵盖法律服务、就业指导、心理

咨询等专业。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钟立敏介绍，“百圈千

点万人服务行动”将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整合进工会服务链，也

进一步延伸赋能了园区和社区工会，“帮助更多基层组织跳出

‘舒适圈’，更有底气、更有能力参与社会治理。”

前不久，湘江新区观沙岭街道滨汇社区联合工会接到的

一起农民工讨薪案件，150 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 220 万元，联

合工会整合街道两保站、司法所、开发商、项目建筑方以及社

区人员组成专班，6次召开协调会，成功化解了矛盾。

“此次讨薪事件的成功处置，表明基层工会组织参与社

会治理，基层工会干部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显著增强。”钟立

敏说，长沙市总正通过整合政府资源、社会力量，对已建的

1000 多家工会驿站查漏补缺，使之从简单的歇脚处，提升为

服务广大职工、展现工会形象和劳动者“打卡”品质生活的小

型“综合体”。

“百圈千点万人服务行动”引领职工“打卡”品质生活

（上接第 1版）

新疆工会还充分发挥 4058个企事业单位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作用，加大对法律法

规执行情况开展群众性监督力度；依据《自治

区女职工权益保护条例》，对全区企业女职工

权益保障情况进行排查和监督，全区 3.87 万

个企事业单位执行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

期、哺乳期享有特殊待遇的有关规定，累计受

益女职工 200余万人。

依法维权，强化维权阵地，新疆工会在全

疆设立了 300 多个“枫桥经验”职工法律工作

站，组织各级工会和 1000 多名公益律师依法

协调解决职工诉求和权益保障。构建平等就

业合作机制，开展技能培训，增强职工就业技

能，培养“技能多面手”。

此外，新疆工会还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1115
场次，为农民工等群体提供岗位 21.3 万余个，

帮助 7.06 万就业困难人员解决了就业难题。

通过“互联网+”线上线下深入融合、大数据

分析等方式，办结职工维权信息 3707 件，解

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9288 起、追回涉案资

金 3.51亿元。

300多个法律工作站强化维权阵地

（上接第 1 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

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和白俄罗斯文艺出版社

共同翻译出版。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白

两 国 在 治 国 理 政 经 验 交 流 方 面 的 重 大 成

果，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落实中白两国

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交流，为建

设两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极

贡献。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

国外文局、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共同主办，

外文出版社、白俄罗斯文艺出版社承办。

首发式上，中白嘉宾共同为《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版新书揭幕，

中方向白方赠送了新书。首发式后，两国

专家学者围绕中白治国理政经验进行了交

流研讨。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已翻译出版 40 个语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版
首发式暨中白治国理政研讨会在明斯克举行

（上接第 1版）

灾后，安英发和镇工会干事仙忠海一直坚守坐镇协调救

援物资的分配工作，困了喝一口热茶提神，饿了抓起办公桌上

的面包咬一口，连续 3天不分昼夜地忙碌。“这里高原高寒，天

寒地冻，我们再困再累，工作不能停，受灾群众在盼望着救援

物资早一点分配发放……”仙忠海说。

与积石山县临近的青海省海东市的民和、化隆、循化 3县

46 个乡镇 419 个行政村受灾，特别是民和县中川乡和草滩村

受灾严重，因地震引发的“砂涌现象”，使当地大量房屋被淤泥

包围、冲毁，紧张的救援工作在这里接力进行。

“砂涌现象”是一种地震地质灾害，即地下含水量高的沙

土在地震发生时遭受强烈震动、挤压后，迅速液化、喷出地

面。作为地震的次生灾害，“砂涌”往往突然来袭，破坏性非

常大。

中川乡金田村位于黄河北岸，与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

镇隔河相望。12 月 21 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金田村安置点，

被一幕暖心的画面所吸引——一家名为“喇家四千年牛肉

面”的企业带着工具和面粉来到了这里，为受灾群众现场制

作拉面。

在临时搭建的拉面帐篷里，几位拉面师傅支起锅灶、案

板，揉面、扯面、煮面，再浇上浓浓的牛肉汤料和红彤彤的辣

椒，将一碗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拉面送给救援人员和受灾

群众。

一位名叫闵勒苏力的拉面师的工作服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在红马甲的左胸前，一枚工会会徽和“海东市总工

会”的字样格外醒目。询问之后才知道，这是由民和县工

会联合当地有关部门和爱心企业共同组建的“拉面志愿服

务队”。

“12月 19日下午，我们了解到现场救援人员吃不上热饭，

就和有关部门联系，赶赴救援一线支起了拉面帐篷。”民和县

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长英说，“当天晚上，救援人员

吃上了牛肉面，大家在现场都深受触动。”

“下一步，我们工会要继续帮助解决救援人员的吃饭难、

喝水难、取暖难等问题。哪里有困难，工会就到哪里去。”站在

拉面帐篷前，李长英说道。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工会和我们企业想到了一起，工会

有动员，职工有行动，一定保证救援人员吃上一碗热乎的拉

面。”马超是“喇家四千年牛肉面”的总经理，带着面粉紧急赶

到拉面帐篷前。连续两天，他们在金田村为救援人员和受灾

群众送出了 6000多碗热腾腾的拉面，让“工”字号拉面成为灾

区一个暖心暖胃的标志。

在灾区，甘肃、青海的工会干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初心

和使命……

（本报甘肃积石山县 12月 21日电）

“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