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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中共中央
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
念乔石同志诞辰 100 周年。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现在，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美
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记党的
初心使命，同心同德、奋发进取，不断创
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的新业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主持
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
李希出席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涌现出一
代又一代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乔石同志
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的一生，是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
功绩值得我们铭记，他的革命精神和崇
高风范值得我们学习。

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
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
尚品格。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
课题，常修常炼、常悟常进，始终坚守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

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乔石同志，

就是要学习他端正党风、严肃党纪的坚
强党性。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
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

就是要学习他牢记初心、勤政为民的可
贵品质。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切实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努
力为民造福，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乔石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赵乐际主持 蔡奇李希出席

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乔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赵乐际、蔡奇、李希等出席座谈会。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本报杭州 12 月 16 日讯 （记者 余勤）
16 日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省委
十五届六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建议方
案和文稿起草情况汇报，决定召开省委十五
届六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听取关于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关工作、

《关于迭代完善“141”基层治理体系 推进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意见》
起草情况等汇报。

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巩固
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以清廉浙江建设为
战略性抓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我省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自我革命的省域实
践，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特别是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聚
焦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推进政治监督具
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深化正风肃纪反
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入整
治重点领域腐败，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下大力气铲除腐败滋生
的土壤和条件，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
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
身建设，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强化纪检监
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和
服务国家大局，坚决扛起浙江义不容辞的政
治责任，落实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
战略，加强与对口地区的产业协作，助力边疆
地区改善民生福祉，促进各族人民团结，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保东西部协作和对
口支援工作走在前列，为推动边疆地区高质
量发展作出浙江贡献。

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目标要求，坚持系统思维、强化
顶层设计，对照“一个首要任务、三个主攻方
向、两个根本”，进一步理清重点任务、重点工
作、重大改革，确保路径清晰明确、抓手精准
有力、举措务实有效。要指导各地各部门认
真研究、加快制定 2025 年工作计划，细化责
任清单、量化工作指标，上下联动、高效协同
抓好落实，以点带面推进整体突破，以实打实
的举措和成效，让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更有
感、更可感、更认同。

会议指出，召开省委十五届六次全会暨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行动。要进一步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坚定落实“经济大省要挑大梁”的政治担当，
推动各地各部门坚持干字当头、实字为要，做
到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要紧扣努力成为
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重要窗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等
重大使命，谋准谋实我省明年经济工作思路
目标和重点任务，聚焦中央明确的 9 个方面
重点任务，找准落实落地的路径抓手和平台载体，深化细化落实举措，更好发挥政
策引导保障支撑作用，确保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
作贡献。

会议指出，建设“141”基层治理体系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的重要
内容。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聚焦“网格
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持续推动“141”基层治理体系迭代完善，支持
各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和特色优势，创新工作举措，破解突出难题，提升治理效
能，努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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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杭 州 12 月 16 日 讯 （记 者
余勤） 16日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围绕“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
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主题
举行专题学习研讨会，省委书记、省长
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缩小“三大差距”的重
要论述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锚定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聚
焦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这一主题，
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入谋划
下一步缩小“三大差距”的目标导向、路
径抓手，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为打造“重要窗口”、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奠
定坚实基础。

会上，王浩原原本本领学了习近平
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会议就《以“千
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实施方案（讨论

稿）》有关情况作说明，省咨询委汇报相
关课题报告，会议围绕主题进行了讨论
发言。

王浩指出，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
“三大差距”，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着
力破解高质量发展新的“成长的烦恼”
的现实需要，也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的务实举措。如果说加快建设
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
补短板、强弱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是扬优势、增动
能，那么缩小“三大差距”既是激发发展
潜能、又是为民惠民工程，体现的是“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破解的是高质
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新征程上，我们
必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自觉肩负起
先行示范的光荣使命，聚焦山区海岛
县、农村农民等重点难点，精准谋划对
策举措，持续缩小“三大差距”，以实际
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王浩强调，要准确把握以“千万工

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的理念思路，
即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和做法，促
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
距”，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其中，

“千万工程”是牵引，在统筹新型工业
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
着纲举目张的关键作用，必须贯穿运用
到缩小“三大差距”的全过程各方面；城
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根本路径，也是缩
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所在；缩小“三大
差距”是主攻方向，必须正确认识、科学
把握；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是重大使
命，必须加快推动“三大差距”显著缩
小、更趋合理，着力提升群众的感受度
认同感，同时探索形成一批标志性制度
成果，着力增强可复制推广度。

王浩强调，要谋深谋实以“千万工
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的“四梁八
柱”。聚焦战略目标，按照“锚定五年、
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设
定指标体系和工作目标。紧紧围绕“富
民”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 篇文
章”，坚持创新共同富裕体制机制、以县

域为重要单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精
准施策久久为功，创新创业勤劳致富“5
大原则”，着力抓好完善省域协调发展
空间布局、提升县城和中心镇承载能
力、培育特色产业和产业平台、打造诗
画江南和美乡村、推进城乡规划和基
础设施一体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和青年入乡发展、健全城乡就业
创业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8
项重点工作”，强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改革、扩中提低改
革、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3项重大
改革”。

王浩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缩小
“三大差距”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农
村基层党组织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的
领头雁、群众致富的引路人，发挥好市
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作用，强化政策系统
集成和保障力度，汇聚强大合力，奋力
交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高分答卷。

省政协主席廉毅敏，省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成员，有关省级领导，省直有关
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席。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研讨会

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王浩主持并讲话 廉毅敏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陆遥） 12 月 14 日
晚，张信哲演唱会在“大莲花”开唱。来
自全国各地的歌迷齐聚杭州，不仅领略
歌手的风采，也感受旅行的乐趣。

前有“一场演唱会带火衢州”的“出
圈”，后有“周杰伦演唱会带动杭州文旅
消费 13.16 亿元”，“音乐+旅游”“演出+

旅游”等业态，大力带动综合消费。

综合大麦、猫眼数据汇总测算，今
年前三季度，全省共举办营业性演出约
3.5 万场，观众达 298.35 万人次，实现票
房收入 19.39 亿元，票房收入占全国比
重约 9%，位居全国第 4 名。10 月 19 日
至 20 日，氧气 BAOBAO 音乐节，现场
观演人数超 3 万人，相关内容在抖音、
快手、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传播总量达

2.45 亿。音乐节期间省内游客同比增
长 69.5%，带动区域内酒店入住率大幅
增长。

演艺经济“热辣滚烫”、沉浸式越剧
一票难求、“奔县游”让县域旅游提升知
名度⋯⋯近年来，全省文旅消费持续升
温，呈现出多种新趋势。

新空间树立新标杆。
今年 10 月，省文投集团 M511 光

影汇“震撼来袭”，全国最大的公共文化
场馆集群之江文化中心人山人海。据

不完全统计，国庆期间，之江文化中心
旗下各文化空间共策划活动 97 场、吸
引客流 53.56 万人次，其中公益活动惠
民 35.47 万 人 ，直 接 文 化 消 费 达
9334.42 万元，进一步打造文旅融合发
展浙江样板。

新业态丰富新潮流。
年初，运营了 20 余年的文二街农

贸市场被改造为“文二市场”开业，成为
既有烟火气又自带潮流范儿的社区
商业。 （下转第四版）

全省文旅市场持续火爆

新空间新业态新客群带动新消费
强信心奋发有为 扛担当多作贡献

本报讯（记者 张银燕 共享联盟·龙
湾 夏静）“张大爷，您可真准时，菜刚上
齐您就到了。”“我家就住在食堂旁边，走
路几分钟的事儿，吃饭不积极哪行啊！”

近日上午 10 时 40 分，家住温州市
龙湾区永中街道的83岁老人张立忠，准
时到家对面的万顺社区老年食堂用
餐。面对这位几乎天天到食堂“报到”
的老人，服务员热情地上前打招呼。自
今年4月1日开业以来，这家食堂凭“60
岁以上老人优惠3元、70岁以上老人优
惠5元、80岁以上老人优惠8元”的惠民
措施，每天吸引80多位老年“铁粉”。

当前，温州 60 岁以上老人约有
187 万。为此，当地大力发展老年助餐
服务——自 2022 年起，连续 3 年将老

年食堂列为市级民生实事重点推进，累
计建成老年助餐服务点1348家。然而
在保持公益属性的同时，如何实现助餐
服务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
焦点。针对老年食堂长效运营难、服务
供给不足、资金来源等问题，温州创新
推出“政府补一点、社会捐一点、村集体
支一点、老人出一点”的“四个一点”模
式，通过多维度、立体化的老年助餐服
务，逐步破解难题。

多元化运营，因地制宜为老人办
“食”事。位于泰顺县凤垟乡三门垟村
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既是老年食
堂，也是当地老人的工作间。“在这里吃
饭，不仅不用花钱，还能赚钱哩。”

（下转第四版）

温州推出多维度、立体化老年助餐服务

一餐热饭 温暖晚年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土
地上成长、发展。”

一路走来，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到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对这片土地爱得
热烈、爱得深沉、爱得恒久。

兴“三农”、固邦基，除贫困、向复
兴。

在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擘 画 指 引 下 ，
广 袤 大 地 日 新 月 异 ，乡 土 中 国 沧 桑
巨变。

（一）

2024 年 11 月 5 日，湖北省嘉鱼县
潘家湾镇，甘蓝舒展，沐浴阳光，满目
青翠的十里蔬菜长廊，见证了感人一
幕——

菜地深处，习近平总书记微笑着探
身向前，伸出手来。菜农叶祥松迈前一
步，紧紧握住总书记的手。

都是干过农活的手，握在一起，格
外亲切。

熟知农民、熟稔农谚、熟悉农活、熟
识农情，在广阔乡土和广大农民间如鱼
得水，真情流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给
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青蛙打鼓，
豆子入土”“寸麦不怕尺水，尺麦但怕寸
水”⋯⋯沾泥带露的话脱口而出，他对
土地的了解深入肌理。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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