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许舒婷）
12月 24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
六次党组会议召开。受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卢荣春委托，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朱爱玲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
用，按照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总体要求，
准确把握人大社会建设工作的特点，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群众福祉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做好社会工作重点领域
立法，依法有效开展监督工作，为推动
我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人大贡
献；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发挥人
大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优势，积
极探索人大代表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
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推动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将人大制度优势更好地
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作为基
本功和必修课，坚决把党中央、省委及市
委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部署要求
不折不扣落实到人大各项工作中；要压
实工作责任，使人大各项工作更好服务
中心大局，为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省域样板作出云浮贡献；要加强机关
建设，强化党建引领，不断增强常委会
及机关的履职能力，提高新时代云浮人
大的工作质量和水平。要自觉运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引
领我市地方立法工作守正创新；要深入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打造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云浮立法实践高地；要
坚持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新
担当新作为推动立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要加强和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切实维护
国家法治统一；要坚持加强立法能力建
设，不断提高地方立法工作水平。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五十六次会议

为推动我市社会工作
高质量发展作出人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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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苏显亮
通讯员 林钦玲）近日，由市委统战部、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联主办的首批
广东省“文艺两新”集聚区实践创新基
地“云浮石材产业发展中心”揭牌活动
在云城举行。

活动上，主办方为“青春云浮 三十

而励”庆祝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暨云浮
建市30周年民间文艺精品展获奖人员
进行颁奖。

据了解，云浮石艺被列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云浮获评为“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石雕）之乡”，2023年石艺
企业产值达5.45亿元。此次“云浮石材

产业发展中心”入选首批广东省“文艺
两新”集聚区实践创新基地，是对我市
石材产业和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高度
认可。该实践创新基地主要依托广东
省石材工艺创新专业镇平台，强化政企
资源对接联通“一站式”服务，服务超千
家石艺创作、加工、销售企业和6500余

名石艺名家、石艺工匠。该实践创新基
地配套有办公区域、休闲区域等设施，
突出党建引领，致力打造“文艺两新”集
聚地，搭建创业服务平台、交流培训平
台、展览展示平台，推进石材基地提档
升级，推动文艺传播、学术研究、文化旅
游与聚集地建设深度融合。

广东首批“文艺两新”基地授牌

“云浮石材产业发展中心”在列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陈燕舞）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调研组前往罗
定市皱纱鱼腐协会开展专题调研，推动
皱纱鱼腐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罗定市皱纱鱼腐协会，调研组详
细了解协会的发展历程、组织架构、会
员构成以及近年来在推动皱纱鱼腐产
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围绕发
展预制菜等新业态、推动渔业一产向二
三产延伸发展、探讨我市渔业公共区域
品牌建设、做好渔业“土特产”产业发展
规划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加大对皱纱鱼腐产业的支持力度，
帮忙解决鱼腐原材料鲮鱼的供应，争创
国家级公共区域品牌建设，推动品牌农
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协会继续发
挥自身优势，加强技术研发和品牌建
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
力。

据悉，罗定皱纱鱼腐已有700多年
历史，目前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和广东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我市农业部门组织开展专题调研

推动皱纱鱼腐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游思明
通讯员 徐荣杰）自 2025年春季征兵
工作启动以来，我市各地广泛开展征兵

宣传动员活动，向广大适龄青年宣传征兵
工作内容及相关政策，鼓励引导辖区内
适龄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军旅。

在罗定市素龙街道，村（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集市等人流量密集区域张贴
了不少征兵宣传海报标语和宣传手

册。街道武装部组织村干部对适龄青
年开展精准入户宣传动员工作，与适龄
青年、家长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青年
的学业、入伍意愿、职业规划等情况，为
其定制个性化的参军建议。“通过专武
干部的讲解，我对入伍的优待政策更加
清楚，也解答了自己的一些疑问，我会
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应征。”适龄青年小
李说。

“对有意愿参军的青年，我们建立
跟踪服务档案，定期回访，协助解决他
们在报名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帮助青年
及其家长算好参军入伍‘政治账’‘经济
账’和‘成才账’，激发适龄青年参军入
伍热情。”罗定市素龙街道武装部负责
人表示，对在外读书的适龄青年，也会
与其家长沟通交流，并采取电话宣传的
方式，做到主动出击、不漏一人，了解意
愿做好记录，提高征兵报名的精准度与
成功率。

有家长表示，部队更容易锻炼人，
磨炼人的意志，如果孩子想去当兵，会
全力支持。“参军对孩子的个人成长有
好处，因为在部队里所有的事情都是自
己干，可以培养孩子独立的性格，我们
作为家长也会鼓励他报名。”一名适龄
青年家长说。

市征兵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继续加大征兵宣传力度，利用寒
假大学生返乡时机，要求各地精准排
摸适龄青年，对辖区适龄青年进行登
记造册，逐一动员；同时，创新宣传方
式，以大学毕业生为重点对象，持续开
展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征兵宣传
活动，扩大宣传动员面，激发更多有志
青年积极报名参军的意愿，助力征兵
工作高质量完成。

我市全力做好2025年春季征兵宣传

点燃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热情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许舒婷）
12月 24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
一次主任会议召开。受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卢荣春委托，市人大常委
会常务副主任朱爱玲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市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建议议程和开会时间，
决定于12月25日召开该次会议。会议
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
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
于RCEP产业对接合作区建设情况的
专项报告，关于 2024年市本级预算调
整方案（草案）的报告、2024年市本级
预算调整方案，关于深入实施“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统筹推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的研究处理报告，关于实施 2024年云
浮市民生实事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市
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及闭会期间代表建
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关于召开市
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事项材料，决定
将上述议题提请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云浮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工作办法（草案）》，决定《云浮市排水
与污水处理条例》于2025年3月1日起
施行。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一次主任会议

决定市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今日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张健珍）近日，
由郁南县西江博雅学校学生参演的《禾
楼舞》惊艳亮相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中
小学生音乐节，学生们身着绚丽的民族
服饰，手持金黄的稻谷，以轻盈的舞步

和灵动的身姿，生动演绎了农民丰收的
喜悦与感激之情。

据悉，被称为远古稻作文化“活化
石”的禾楼舞，是郁南县作为庆丰收、盼
太平的一种具有浓厚农耕文化色彩的

传统舞蹈，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生音乐节
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以“艺润湾区·向
美而行”为主题。来自全省20个地市、35

个中小学校的600余名师生，以及香港、
澳门近60名师生和全国近10名音乐教
育专家齐聚深圳，活动旨在加强粤港澳
大湾区中小学美育合作交流，推动粤港
澳三地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融合。

郁南《禾楼舞》闪耀湾区舞台
展现云浮美育风采

（上接第1版）

共同富裕之路——
让西藏人民向着更加美好

生活奋进
地处西藏“东大门”的江达县，是西

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也曾是
全国深度贫困县之一。

“村民因路而富，交通改变了我们
的命运。”今年61岁的江达县岗托镇矮
拉村党支部原书记泽夏说，“路修好后，
大家买了车辆干工程、跑运输，农产品
也能运出去，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

受自然条件制约，西藏曾是我国唯
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步入新
时代，依靠“两路”的交通主动脉，以及
由公路、航空、铁路构筑起的综合立体
交通体系，西藏与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
康。2019年底，西藏 62.8万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

在告别绝对贫困之后，如今“两路”
连通着越来越多的县乡公路，助力推动
高原乡村全面振兴。

川藏公路沿线的林芝市波密县，盛
产的天麻、灵芝、藏猪等土特产，正源源
不断地运出大山。2023年，波密县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935元，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

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西藏越来越
多的偏远山村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城乡
差别越来越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2
年的 3.22∶1降低至 2022年的 2.67∶1；
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900
元，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9924元，同比增长9.4%。

西藏与其他省份的地区差距也越

来越小。自 2015年起，西藏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 9年居全国
首位。

“川藏、青藏公路被藏族人民称作
‘幸福的金桥’‘吉祥的彩虹’。”西藏大
学博士生导师强俄巴·次央说，如今各
地更多“金桥”“彩虹”成为西藏加速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截至 2024年初，西藏公路通车总
里程已达到 12.33万公里，西藏地区生
产总值从 1954年的 1.39亿元跃升到
2023年的2392.67亿元。

新时代新征程，西藏更多发展成就
“因路而生”：

——道路通畅加速旅游产业发展。
2012年至2022年，西藏接待旅游人数从
1058万人次增加到3002万人次，旅游收
入从126亿元增加到407亿元。

——道路通畅加速西藏对外开
放。今年7月，西藏红酒叩开境外市场
的大门；11月，山南苹果出口至尼泊
尔，首次走向世界。2023年，西藏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109亿元，贸易伙伴遍
及175个国家或地区。

——道路通畅加速资金集聚。从
2012年到 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33倍，招商引资累计到位资金 4650
亿元。2023年西藏数字经济增加值规
模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19.3%。

70年前，“两路”通车，带来雪域高
原的发展奇迹。如今，依托“两路”和由
此形成的“两路”精神，西藏阔步走上中
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雪域高原，不断书写新的发展
传奇。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