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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聚 力 推 动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见 行 见 效
——壶关县委书记张宏方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本报记者 陈建波 张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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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旧换新补贴“8＋N”类

以 文 润 城 幸 福“ 加 码 ”
——我市高质量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长 医 附 属 和 平 医 院 神 经 内 科
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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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阅读之旅，传递新风尚。走
进武乡书屋“滨河馆”，读者徜徉其中，
畅读经典。

一趟文化之行，映照好光景。在
市文化馆，声乐教室内，大家全情投
入、歌声悠扬；礼仪课上，学员们身姿
挺拔、自信优雅。

一场戏曲之约，焕发新活力。华
灯初上，市滨湖文旅服务中心，“戏聚
长治·唱响盛世——非常梨园直播周”
第二季戏曲盛会，唱响文旅融合大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优化文化服
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
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
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这为新时代新
征程我市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
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以文赋能，以文化人。近年来，我
市紧紧围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创新发展目标建设，加快形成全
市规划统一、布局均衡、管理规范、运
行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

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增强公共文
化供给能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为推动全市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
动力。

从单一到多元，精准滴灌迭代更
新——

朗 读 亭 、微 型 图 书 馆 、电 子 阅 读
机、电子阅报栏、自助体检一体机、政
务一体机、快递柜……在上党区幸福
广场上融智慧小屋，可同时享受十几
项服务，越来越多的群众尝到甜头。

每天下午，初中生何方都会和同
学来到智慧小屋朗读亭。戴上耳机，
按下录音键，熟练地操作后，一场朗读
之旅便开始了。

“朗读亭内的录音录像设备效果
很 不 错 ，可 诵 读 诗 词 、美 文 、文 学 经
典。这与自己拿书朗读不一样，在这
里，环境舒适，心情放松，对朗读的内
容也会有更深感受。”何方说。

上融智慧小屋朗读亭集朗读、练
习、录制、演讲训练、唱歌等功能为一
体，设有可触摸屏幕及专业录音、录像
设备，可满足当代人文化生活需求和
体验。

深入整合文化产品，优化公共文
化服务。背后靠的正是政府主导、市
场配置和社会参与的多元协作供给模

式，以及城乡一体化、多元化的文化产
品供给体系。

城市的文化设施建设“进度表”，
映射着公共文化服务的提档升级。聚
焦城乡、区域之间文化服务单一落后、
文化产品供给失衡等问题，我市加快
农村、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
合和互联互通，开展“订单式”“菜单
式”服务，精准滴灌、补短育强，打造有
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间，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
化需求。

从“看景”到“入景”，科技赋能创
新体验——

对 文 化 产 业 来 说 ，科 技 是 硬 支
撑。在武乡县八路军文化数字体验
馆，与“数字人”对话，与革命先辈“面
对面”，沉浸式体验历史事件，让游客
对红色文化可见可感。

上午 11 时，身着灰蓝色八路军军
服的虚拟对话数字人“讲解员”——

“红星杨”前挤满了游客，面对大家抛
出的一个个关于红色武乡的问题，他
对答如流。

仅用一码，来自河南的游客陈然
就系统了解武乡红色历史。他哼着欢
快的小曲，“‘红星杨’系统二维码，真
便捷！”

不只“红星杨”，武乡县借助 VR 、
3D 投影、镜像空间、全息成像、数字互
动等先进前沿的数字展示手段，还推
出“红色武乡数字星谱”文创产品、武
乡红色教育云平台等，让红色资源从
档案馆里的资料、博物馆里的展陈中

“走”出来，扩大优质数字文化产品供
给，优化文化服务创新体验。

数字加持，群众更有获得感。“360
度沉浸式‘云逛’国防教育园地，‘三维
立 体 ’交 互 联 动 ，体 验 感 强 ，令 人 震
撼。”参观完八路军文化园，游客牛鹏
领略到了武乡的别样魅力。

改革改出新气象。我市大力推进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完善博物
馆数字化体验，实施“智慧图书馆”工
程，推进城乡数字文化馆站互联互通，
不断增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新场
景应用，推动数字文化与数据服务融
合发展。

从兴文到强旅，文旅融合集聚动
能——

“中国北方汉民族农耕文明”乡愁
记忆的文化殿堂，“山水太行，诗画平
顺”浓郁文化底蕴的靓丽窗口……

走进平顺县石城镇白杨坡村，一
阵阵潞党参药香与泥土芬芳交织，漫
步太行乡村记忆馆， （下转第二版）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
关键因素。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
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
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这些
举措充分体现了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的改革思路，旨
在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对于更好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具有重要意
义。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一批
文化新业态应运而生，在线文化供给更加丰富，文化生
态更加活跃，文化供给展现出诸多新变革与新特征。这
就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方法，坚持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要建立和完善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过
程中，实现产品下沉、服务下沉，让基层群众能够共享文
化发展繁荣的成果。把服务重心放在乡镇、城市社区，
借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市更新行动、“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等建设契机，加强乡镇、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补齐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短板。

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要完善社会力
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配套体系。细化社会力量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的配套政策和相关法规，明确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方式和途径。完善文化志愿服务
机制，加强文化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激
励和引导更多社会力量自愿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要构建多元文
化产品供给主体之间资源统合、创意融合、价值整合的
生产体系，创新文化产品内容管理模式，积极有效发挥
文化市场对文化资源的配置作用。健全文化要素市场
运行机制，促进各要素合理配置、畅通流动。建立更完
善的文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扩大有效供给，优化城
乡文化资源分配，实现点面结合、优势互补、均衡分布的
文化资源供应新局面。

如今，我市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广大群众享受到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我市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社
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径。我们要深刻学
习领会全会精神，细化实化具体举措，切实推动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
在我市落地见效，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划
时代、里程碑的重大意义。“壶关县将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
务，紧密结合实际，锚定打造‘全国著
名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国北方优质农
产品供应基地、全省创新驱动绿色转
型发展高地、全省城乡融合发展示范
区’的‘三地一区’目标，以‘闯’的精

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动各
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日前，壶关县
委书记张宏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以深化改革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近年来，壶关县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
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锚定打造“全国著
名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定位，积
极探索“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康
养深度融合”发展路径，以太行文化
与太行山水为主题，引进建设澳涞坞
文化产业园、荆浩画院太行山国际写
生基地等一批文旅融合项目，成功举
办第八届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夏季文
化节暨首届太行山山地联盟大会、非
遗宣传展示暨文旅推介活动、欢乐太
行谷音乐节等一批彰显“壶关元素”

的节展赛事，提升了壶关文旅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有力推动了旅游和文化
两大产业深度融合。提及未来壶关县
文旅产业发展，张宏方说，壶关县将
持续深化文旅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推进旅游轨道交通专线、旅
游循环线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力
破解旅游发展交通瓶颈。积极探索推
进太行山大峡谷经营体制改革，盘活
景区资源，推动旅游管理水平提档升
级。开拓文化康养、研学康养、红色避
暑康养等文化旅游消费市场，不断壮
大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全力把文旅资
源禀赋优势汇聚转化为产业强势、经
济优势、发展胜势。

以深化改革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近年来，壶关县积极探索、大胆创新，

制定出台《壶关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扶持
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激发了乡村
产业振兴动力活力。“下一步，我们将
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
以打造‘中国北方优质农产品供应基
地’为目标，巩固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成
果 ，努 力 开 创 壶 关‘ 三 农 ’工 作 新 局
面。”张宏方表示，将牢牢守住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
线，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保障成果，因地制宜发展高质量庭院经
济、林下经济，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扎实推进“打造 1 个现代农业产业
园、成立和发挥县乡两级农业发展投资
公司作用、构建 1 个农产品销售网络”
的“121”农业工程建设，（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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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波报道：近日，山
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
于确定 2024 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项目的通知》，长医附属和平医院
神经内科成功获批 2024 年度国家临
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这是该院继
重症医学科之后获批的第二个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标志着该院
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性突破。

据了解，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遴
选，是国家卫健委根据国家医疗卫生
发展需求以及重大疾病诊治的技术
能力、资源配置、专科发展情况等因
素，按照政策需求，优先支持的临床
专科建设项目，代表着全国先进医
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此次获批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既是
对长医附属和平医院神经内科实力
的充分肯定，也是推动学科发展的
重要契机。

长医附属和平医院神经内科成
立于 1980 年，是我省创建时间最早
的神经科之一。经过几代人的不懈

努力，现已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
康复和预防为一体的综合学科。科
室目前开放床位 120 张，其中 NICU

（重症监护病区）是我市范围内率先
建立的标准神经重症监护病房，承担
着我市神经系统疑难杂症诊治及危
重病人救治工作。

除常规诊疗外，科室还积极开展
急性脑梗死的超早期静脉溶栓治疗、
动脉溶栓及机械取栓治疗，以及颅内
外动脉狭窄的支架置入治疗等。开
展全市首例脑深部电刺激（DBS）手
术，开启了帕金森病诊疗新模式。

目前科室已成为“国家卫计委脑
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国家级高级卒
中中心”“国家心脑血管病联盟成员
单位”“国家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
——神经疾病与感染疾病研究分中
心”“中国抗癫痫协会一级癫痫中心”

“中国帕金森联盟成员单位”“山西省
卒中中心联盟长治市牵头单位”“中
国头痛防控基地及体系建设单位”。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为大力弘
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营造尊师
重教良好氛围，现提出如下意见。

■ 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 ■ 涵养高尚师德师风

■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 加强教师权益保障

■ 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
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8 月 25 日，平顺县赤壁悬流景区游人如织。该景区依浊漳河而行，
全长 12 公里，峡谷内蜿蜒曲折、云雾缭绕，独具特色的丹霞地貌、瀑布
飞流，吸引周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本报记者 司敏 摄

搭建链接全球
产业合作平台
——第二十四届中
国国际投
资贸易洽
谈会前瞻

（据新华社）

扫一扫 读全文（据新华社）

8月26日，山西能投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利用沁县示范项目基地，工作人员在执行巡检。近年来，
沁县坚持转型引领、创新驱动、质效并重，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生物质能综合利用项目作为该县的特色优势项目，
对实现绿色有机农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张国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