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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天英）随着冬季
的深入，黔东南州民政系统积极响
应，全面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行
动。通过创新“1+16+N”流浪乞讨救
助模式，构建起覆盖全州、部门联动、
细化网格的四级救助网络，确保每一
位流浪乞讨困难群众都能得到及时
有效帮助。

2024 年以来，我州以州救助站为
中心，联动全州 16 个县级民政部门，
并深入乡镇（街道）、村（社区），形成

“四级联动”的救助格局。为确保“寒
冬送温暖”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州民
政系统精心制定并印发了专项行动
方案，明确了救助目标、救助措施和
救助流程。各级民政部门迅速行动，
成立了街面巡查救助小组，设立了临
时救助点，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及
时、贴心的救助服务。

在专项行动中，黔东南州民政系
统充分发挥了部门联动的优势，街

道、社区、城管、公安等部门紧密配
合，共同参与到救助工作中来。同
时，还广泛动员环卫工人、的士司机、
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形成了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据统计，截至2025年1月12日，全
州民政系统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239
人次。民政部门单独开展街面巡查
1294 次，有效发现并救助了有需要帮
助的人员。同时，民政部门还联合公
安、城管部门开展了 126 次联合巡查，
进一步加大了救助力度，确保了流浪
乞讨人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在救助过程中，各级民政部门共
出动车辆 1157 次、人员 3323 人次。通
过街面巡查，共发现了 82 名流浪乞讨
人员，并及时给予了救助。此外，全
州还设置了 90 个临时救助点（含求助
引导点），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了临
时的庇护，还接待了 98 人次的求助，
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除了提供临时的救助服务外，民
政系统还十分注重为流浪乞讨人员
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截至目前，已
发放御寒衣服 64 件、棉被 9 床，以及
价值 12800 余元的食品和饮用水。这
些物资的发放，有效保障了流浪乞讨
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让他们感受到
了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一模式的应
用与实践，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员提
供及时、精准、有效的救助服务，让每
一 个 寒 冷 的 冬 天 都 充 满 温 暖 和 希
望。”黔东南州救助站副站长岑英戟
说，州民政系统通过创新“1＋16+N”
流浪乞讨救助模式，成功构建了四级
救助网络，并扎实推动了“寒冬送温
暖”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

黔东南州民政系统：

“1+16+N”让寒冬更温暖

本报讯（记者 任栎铭 王书燕）
为更好支持缴存人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我州对
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进行了优化调
整，为广大职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
好消息。

近日，在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政务
服务中心州公积金业务窗口，记者看
到前来咨询、办理公积金业务的市民
络绎不绝。据了解，此次公积金政策
调整包括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直接
支付购房首付款，支持住房公积金购
房代际互助，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
度，放宽“商转公”住房贷款限制性条

件，加大保障性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
力度五个方面。

“提取方面，支持提取住房公积
金直接支付购房首付款，同时扩宽购
房提取对象范围，除提取本人及配偶
公积金外，还可以申请提取夫妻双方
父母、子女的公积金，有效解决职工
购房需自筹首付款资金压力问题。
贷款方面，一是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
贷款额分别为单职工 60 万元、双职工
70 万元、多子女家庭 80 万元。二是商
业住房贷款正常还款 1 年以上的，可
以申请‘商转公’住房贷款。三是降
低购买保障性住房首付款的比例，由

原来的 20%降低到 15%。”黔东南州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科长
龚光菊告诉记者。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的提升，进
一步增强职工购买能力，让更多人离

“住房梦”更近一步。同时，提取条件
的放宽，进一步满足了职工尤其是新
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需求。此次政策
的调整不仅体现了对民生需求的精
准回应，也进一步减轻职工购房、租
房压力，提高了职工的住房消费能
力，让广大职工在政策红利中收获了
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我州经济稳
健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我州公积金政策优化调整利民暖心

岁月流金，巾帼增辉。
2024 年，州妇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州中心大局和
省妇联部署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主
题，认真履行引领服务联系职能，有效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全州广大
妇女群众在经济发展第一线，在乡村振
兴主战场，在服务社会各领域，激扬巾
帼之志、奉献巾帼之力、创出巾帼业
绩，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
巾帼智慧和力量。

高举旗帜，思想引领聚合力
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坚持
把党的领导贯穿妇女儿童工作全过程
各方面，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于各项工
作和活动之中，教育引导广大妇女与党
同心同行。

一个民族的复兴，精神是重要的力量。
一年来，通过开展有特色、接地气

的巾帼建功宣讲会、妇女健康运动会、
“姑妈篮球赛”等系列活动，讲好党的创
新理论、巾帼奋进故事等，弘扬正能量、
振奋精气神，不断增强广大妇女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其中，成功举办首届贵州“姑妈篮
球赛”，看到了女性力量的崛起和自信
风采的展现。这些姑妈们，有的是绣
娘、有的是导游、有的是“新农人”，她
们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充分展现了我

州基层妇女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
风貌和创造能力。

“姑妈篮球赛”的火爆出圈，通过这
一赛事，看到了妇女在社区融合、文化
传承、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治理有机结合
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为乡村基层治理提
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中国妇女》杂
志和《中国妇女报》对“姑妈篮球赛”持
续宣传报道，微博、抖音、视频号全程
直播，观看人数超 30 余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能温暖人、
鼓舞人。

“荣誉只是一种鞭策，我将一如既
往，继续立足本职岗位，以学促做，以
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贡献自己的力量。”“全国三八
红旗手”龙立宏的感想，激励着全州广
大妇女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新的活力。

一年来，发掘选树全州各领域各行
业优秀妇女典型，龙立宏、龙禄颖等一
批先进典型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天
柱县高酿镇木杉村女子义务消防队等
一批先进集体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集体”等荣誉称号，营造全州上下对标
先进、争当先锋的良好氛围。

大力推进“互联网+妇联”建设，着
力将“黔东南州妇联”微信公众号及各
县市妇联微信公众号打造成广大妇女
群众网上学习交流活动的有效载体，把
妇女群众紧紧“网”聚在一起，持续发
出妇联好声音。

一年来，全州各级妇联有近 100 篇
信息被学习强国、人民网、《中国妇女
报》、天眼新闻等采用，全州妇联组织
的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

奋勇前进，巾帼建功促发展
新征程上，每一位妇女都是主角，

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一年来，州妇联带领全州广大妇女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展现“半
边天”风采，找准巾帼建功结合点、着力
点，引导广大妇女在乡村振兴、社会服务
等方面积极作为，持续深化“乡村振兴巾
帼行动”，为奋发有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黔东南篇章作出新的“她”贡献。

在全州以“巾帼家政进农村”“四净
两规范”“四勤两参与”开展农村家庭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一年来，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1500余场，家政技能培训1800余
期，培训农村妇女3万余人，带动60.8万
户家庭参与家庭环境卫生整治。在全
省率先开展“巾帼家政进农村”推动农
村家庭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得到全
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宋莉充分
肯定，省妇联将我州农村家庭环境卫生
整治的好经验好做法向全省推广。

创新推进“巾帼家政进社区”助推妇
女就业创业。在全省率先推行“巾帼家
政服务窗口”，以“党群服务窗口+家政服
务”模式，将家政服务行业和妇女就业相
衔接，实现全州209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巾帼家政服务窗口全覆盖，带动妇女就
业1900余人。 （下转第三版）

凝聚巾帼力量 绽放铮铮芳华
—— 2024年州妇联工作综述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康莉

新华社沈阳1月25日电（记者 梅
常伟）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4 日到北部战区机
关视察慰问，通过视频看望基层官兵，
检查部队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情况，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
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诚挚
问候和新春祝福。

农历小年已过，辽沈大地洋溢着喜

庆的节日气氛。上午 9 时 30 分许，习近
平来到北部战区机关，在热烈的掌声
中，亲切接见北部战区官兵代表，同大
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同全军有关部队进行
视频通话。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任务分
队、东部战区海军岸舰导弹某团值班
分队、中部战区空军地空导弹某营、军
事航天部队某监测预警站、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汽车运输某团 2 营、武警西藏
总队日喀则支队执勤 3 大队官兵整齐

列队，依次向习主席报告战备值班和
执行任务情况。习近平认真听取有关
情况介绍，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并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

习近平强调，过几天就是春节了，全
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有效处置
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维护好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确保全国人民过一个欢乐、
安宁、祥和的春节。要注意搞好工作统
筹，把官兵节日期间的生活安排好。

张又侠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慰问部队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新春祝福

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一早，
习近平总书记乘坐火车一路北上，出
山海关，进入辽宁。

车窗外天地辽阔。沉淀了红色
革命史、辉煌建设史、澎湃改革史的
黑土地，来到了新时代东北振兴的新
一程，在年轮中编织着希望的锦绣。

旧岁的尾声也是新年的序曲，总
书记深入人民群众中间。

3 天时间，葫芦岛、沈阳、本溪，访
农家、探市场、看社区、进厂房……岁
月的笔触流淌，每一寸奋斗的光阴都
散发着光亮。为奔向更好日子努力
拼搏着的人们，是这个时代熠熠生辉
的主角。

日月更迭。中国式现代化大笔
点染，写下气象磅礴的人民史诗。习
近平总书记向海内外中华儿女拜年，
送上“国泰民安”的美好祝福。

一串足迹，映见初心
日程：1月 22 日下午，葫芦岛市

绥中县祝家沟村
此行缘起于去年 8 月下旬的那场

洪灾。
“我心里一直牵挂着，那段时间

每天都在了解你们这里的情况。”考
察辽宁第一站，习近平总书记就辗转
火车、汽车，来到了当时受灾严重的
葫芦岛。

时光流转，丹心如一。2024 年春
节前，总书记赴天津看望受灾群众；再
往前，2023年春节前，他同遭过灾的四
川石椅村村民视频连线；2022 年春节
前，深入山西的秋汛灾区……“新年之
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

一串足迹，映见百年大党的如磐
初心。重若千钧的“以人民为中心”
之下，是无数动人的细节。

祝家沟村山峦起伏。
村干部远远指着山坳的电线杆

对总书记说：“一天下了一年的雨，水
转眼间就到了杆头。”

路成汪洋，村变孤岛。
倒伏的树、滚落的石，乡亲们落

了多少泪，忧虑着“半辈子置办的家
当都淹了，何时才能重新有个家？”忙
碌的冲锋舟、赶工的挖掘机、不下火
线的党员干部……洪水还未退去，重
建已经展开。

冬日暖阳洒下来。簇新的房屋
整齐排列。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集中
迁建安置区，接连走访了朱西存、王
宝维两户人家。

春联、窗花、红灯笼，大锅菜香气
扑鼻，处处有年的味道。

村民小院里存年货的大缸，吸引
了总书记的目光：“冻梨、冻肉、冻鱼，
还有酸菜，自己腌的最好。”

“黏豆包，黏面是自己种的还是
买的？”总书记这一问，乡亲听着就
亲，赶忙答道：“黑的是高粱面，黄的
是玉米面，都是自家种的。”

房子窗明几净。和过去比，旱厕变
水厕，水井变自来水，墙壁、屋顶都装上
了保温层。客厅里，大家围坐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拿起洪灾时的照片端详，
细致了解政府的重建房屋补助是否到
位、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哪些。

“政府补了 6 万 6，因为自家人口
多，我们增了平米数，自己又掏了 6 万
6。”王宝维一笔笔算得清晰，讲得也
朴实，“这样的灾害，没有您关心关
怀，我们根本不敢想象能住到这样宽
敞漂亮的房子。我们非常感谢，还非
常激动。我有些心里话想说，但就是
表达不出来。”

“人民至上，帮助受灾群众是党
和政府应该做的事。你们还有什么
要求和希望吗？”总书记亲切地问。

“没啥要求。党的政策好，我们
家的生活没啥问题。就是希望把生
活过得更好，把家园建设得更美。”

王宝维的老伴查恩英也脱口而
出：“共同努力！”

总书记回应道：“你们的希望也
就是我们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幸
福生活过得更好。”

重建家园的“加速度”，背后有千
万人的奋力托举、负重前行。举国的
守望相助汇聚于此，中华民族的众志
成城彰显于此。在村党群服务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看了当地“同时间赛
跑”的救灾短片，感触良多。

8 月 23 日，抢通了路、电、网三条
“生命线”；

9 月 1 日，受损学校全部开学；
9 月 15 日，损毁田间路全部修复，

保障了秋收作业；
10 月 26 日，41 户乡亲喜迁新居；
……
总书记赞许道：“从抗灾、救灾到

灾后重建，一系列的工作开展得非常
好，我感到欣慰。”

时时放心不下的，始终是人民。
战洪水、防疫情、抗地震、化危

机、应变局，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
护佑。一次次的大战大考，中华民族
化危为机、浴火锻造。

祝家沟村，就像中国万千个乡村，
炊烟、林木、溪水，鸡鸣狗吠，柴米油
盐，岁月静好。村支书兴奋地憧憬着：

“开春的时候这里有漫山遍野的梨花、
杏花、桃花，可美了。我们还计划发展
乡村旅游，春季赏花、秋季摘果。到时
候的日子肯定比灾前还要红火。”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村头，
乡亲们都赶来了。静谧的小山村热闹
非凡，有的乡亲笑着笑着红了眼眶。

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大家：“去年
全国发生了不少自然灾害，我相信所
有受灾地区的恢复重建都会有一个
好的效果。我们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上，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
府就是大家的强大依靠，一定会帮助
大家克服困难、重建家园。”

（下转第三版）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
——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纪实

○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刘成友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春节将至春节将至年味浓

春节将至，麻江

县大街小巷张灯结

彩，人们逛集市、购

年货，参加各种迎新

年活动，处处洋溢着

浓浓的喜庆气氛。

图为 1 月 23 日，

人们在麻江县城一

年货市场选购年货。

（通讯员 罗文

刚 摄）

2024 年，凯里市聚焦“资源、客源、
服务”三大要素，切实用好“文化瑰宝”

“自然珍宝”，全力打造“旅居凯里·享
受生活”文旅品牌。

精深开发旅游资源，丰富业态“留
客”。下司古镇于 2024 年 4 月 1 日推出
全年免费游景区优惠活动，成功打造
了下司犬“旺旺 IP”，并建成省内首家
以犬为主题的“旺旺邮局”，受到游客
青睐争先打卡。“这里的文化看起来很
酷，这些建筑很古老，在英国也没有这
样的建筑，很高兴看到它们还保持着
原貌，当地人民也很热情。”英国游客
Steven Clarke 说。2024 年下司古镇累计
接待游客达到 157.94 万人次。苗侗风
情园“绣里淘”非遗集市，已入驻 615 家
商家（绣娘），商品销量达 4500 万元，游
客人次达 112.09 万人次。在“绣里淘”
非遗集市旁举办“村 T”走秀活动 75 场
次，吸引参演人数达 10000 余人，现场
观众 20000 余人，全网话题播放量突破
1 亿。香炉山中华医学文化园成功举
办香炉山爬坡节、跨年七彩祥云烟花
秀等系列活动，并打造香炉山十三道
拐“网红公路”打卡点，有效推动交旅
融合发展。此外，凯里市精心举办“村
火车上的村晚”、2024 乐行摩托机车嘉
年华暨“乐行·黔东南”国际越野摩托

大师邀请赛、2024 贵州环雷公山马拉
松等特色文体旅活动 60 余场。同时还
推出洛棉云村慢仙谷、云村洛棉乡奢
营地、小高山棉席牧野谷等乡村旅游
微度假目的地。

精准拓宽客源市场，宣传推介“引
客”。凯里市积极联合榕江县、台江县
共同打造“村超”、“村 BA”沿线氛围营
造，十条下司犬亮相“村 BA”决赛现场
互动环节，凯里酸汤足球队和演出队
参加“村超”美食赛，进一步展示凯里
特色，吸引更多游客入凯，先后推出旅
游线路产品 9 条。同时针对粤港澳游
客设计旅游线路产品 3 条，开展“粤港
澳专列向黔”、超百万粉丝达人玩转千
村百节采风系列活动，并与佛山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凯里市的 12 个村、3 个景区（景点）
串珠成链，也纳入“中国乡村旅游 1 号
公路线路”打造，并推动下司古镇与肇
兴侗寨、镇远古城、西江苗寨等景区合
作，互相推送游客 10.8 万余人次。

精心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服务“待
客”。为了让让游客玩得舒心、住得安
心、吃得放心，凯里市在下司古镇、苗
侗风情园等设立旅游咨询服务点 8 处，
提供咨询服务约为 4.37 万人次 ，为游
客提供免费行李寄存约 1.2 万人次。酸

汤是凯里的美食名片，2024 年凯里市
精心推出以“凯里酸汤十二道酸味”

“凯里十六锅”为代表的“凯里菜单”及
特色早餐“十全十粉”，不断提升凯里
酸汤知名度。在住宿方面持续推动星
级酒店品牌化，全市星级酒店增至 13
家，新增高端商务酒店 4 家。在凯里高
铁南站开通连接“村超”“村 BA”专线，
并打造下司古镇景区旅游直通车服务
中心。

据统计，2024 年 1-11 月，凯里市累
计接待游客 2686.66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330.29 亿元，凯里市也再次上
榜“2024 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
强县”名单，连续 6 年登上榜单。

凯里市凭借着独特的资源优势，将
继续深挖旅游资源潜力，不断优化客
源市场拓展与服务品质提升路径，加
强区域合作，让“文化瑰宝”与“自然珍
宝”在新时代站绽放光彩，为地区经济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苗侗明珠”的
美誉传遍四方，成为展示锦绣黔东南
魅力的重要窗口，成为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凯里市：

深挖文旅“宝藏”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任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