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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您身体怎么样，我们来看您
啦！”7月1日一大早，走访慰问工作组
进门时，96岁高龄的四川省老干部活动
中心离休干部刘金章正伏案阅读报
纸。刘老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始终保
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和规律的学习生
活方式。收到同志们精心准备的大字
版党的二十大手册、四川省委十二届三
次全会公报资料、党的二十大知识宣传
卡片和《四川老干部活动》主题教育专
刊时，刘老反复称赞中心的后辈们工作
细致周到，为自己为之奋斗半生的事业
后继有人深感欣慰。

促膝交谈中，四川省老干部活动中
心主任张灿仔细询问刘老的身体情况
和生活状况，讲解党的二十大和四川省
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要义，通报中心
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和中心大楼维修改
造情况，认真听取刘老对中心发展提出
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代为表达中心全体
干部职工对老前辈的崇高敬意和真挚
祝愿，叮嘱老两口务必照顾好身体、保
持好心情。

这是四川省在离退休干部党员中
开展主题教育的一个缩影。2023年省
委老干部局针对老干部行动不便、居住
分散等实际，积极开展分类施学和送学
助学活动，截至目前，全省参加第一批
主题教育的离退休干部党员达4.13万

人。同时全面践行精准服务理念，在保
障离退休干部理论学习全覆盖的同时，
还精准服务到家，切实解决老同志们生
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送学习上门：
不管老干部在哪里

都做到理论学习全覆盖

“在全省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中，
离退休干部党员所占分量不小、比重不
轻。”省委老干部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调研过程中，他们发现不同于在职党员
干部，离退休干部群体因为身体、年龄、
居住分散、“数字鸿沟”等原因，存在集
中难、组织难、现代信息传播方式接收
难等问题。

为了在离退休干部党员中扎实开
展好主题教育，省委老干部局积极创新
工作方式方法，通过做好政策引导，建
立工作联系制度，休养+学习、线上+线
下等多种形式，推动离退休干部党员主
题教育走深走实。

“我们印发在全省离退休干部党员
中开展主题教育的有关通知，拟制实施
方案，对全省离退休干部党员参加主
题教育作出安排，还举办了省直部门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示范培训班，
示范带动全省离退休干部学思想，并
结合老同志特点，通过深化理论学习进

家庭、进医院、进活动场所、进课堂、进
社区、进支部‘六进’活动，针对有特殊
困难的老同志，指导各地各部门采取

‘你读我听’‘你问我答’‘你讲我悟’等
形式帮助学习，不管老干部在哪里都能
做到理论学习全覆盖。”省委老干部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送温暖到家：
主动上门精准服务

解决好老同志的急难愁盼

“老同志工作了一辈子、辛苦了一
辈子，退下来后第一位的任务是安度晚
年，这是做好老干部工作的最大实际，
是发挥老同志作用的基本前提。”

省委老干部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
对老同志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行动不
便等实际情况，省委老干部局开展送学
习上门、送政策上门、送服务上门、送健
康上门、送保障上门、送温暖上门“六
送”活动，精准服务老同志，切实解决好
老同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同志暖心、
舒心、放心。

主题教育中，省干休一所围绕开展
“六送”活动做了大量工作。针对驻所
老同志长期居家、获取政策信息渠道闭
塞的实际情况，收集整理有关政策文
件、义务诊疗等便民惠民信息，明确一
名职工服务一名老干部、对接一个老干

部家庭，定期上门入户，以陪老同志聊
聊天、拉家常的形式，面对面向老同志
作相关政策宣传宣讲，帮助老同志实现
政策应知尽知、待遇应享尽享。针对驻
所老同志年事高、出行不便的实际情
况，在小区大门口打造便民服务点，增
添氧气瓶推车、轮椅、购物推车、快递
存储柜、自动感应门等能为老同志生
活带来便利的适老设施，从小处着眼，
从实处着手，帮助老同志足不出户解
决生活困难、享受便利服务。同时，把
保障老同志身体健康作为关注重点，
制作“心连心·一对一”服务联系卡片，
落实好一对一关心关注，一对一联系
服务，做到老干部健康状况随时掌握，
老干部就医有人照顾，老干部家庭和单
位有人联系。

据介绍，下一步省委老干部局将深
化理论学习“六进”活动，做好送学助学
工作，以推动离退休干部党员主题教育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同时聚焦落实省
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
展战略，组织引导广大老同志宣传宣讲
党的创新理论，开展“我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出份力”活动、“话传统、
谈复兴、聚力量”专题调研等，把主题教
育成效转化成为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
的智慧与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

“网络普法金句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调查研究蜀地行

“六进”“六送”精准服务老同志

省委老干部局为离退休干部党员送学助学

e 法治网，清朗天府。8 月 1 日，由
四川省委网信办、四川省司法厅主办，
封面新闻承办的“网络普法金句征集活
动”正式上线。选择最关注的网络法治
领域相关话题，构思创作最得意的网络
普法金句，不仅能收获荣誉，还有机会
赢得千元现金大奖。

活动上线仅两天，就吸引众多网友
关注。截至8月3日下午5时，征集平台
已收集到网友提交的网络普法金句300
余条。其中，既有法律从业者从专业角
度入手的普法金句，也有普通百姓从个
人理解出发的普法金句，还有不少学生
也积极参与，为网络普法贡献青年智慧。

网络普法，与你我息息相关。本次
活动聚焦宪法、民法典、互联网法律法
规等重点内容，面向广大网友征集原
创网络普法金句，通过形象生动的语
言普及互联网法律知识，增强网络法
治观念，提升普法守法质效，共建清朗
网络空间。

征集活动现“专业”选手
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结合工作

实际亮“金句”

“网络无形，言须有度。恶语伤人，
严法必究。”网络普法金句征集活动上
线当日，成都市民钱女士用键盘敲下这
16字金句，并按要求上传到征集平台。

据了解，钱女士是一名基层法院工
作人员，平时的工作就是跟各种各样的
案件、各式各类的法律条文打交道。近
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涉网相
关案件逐年攀升，让她充分感受到了互
联网的“双面性”。“互联网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了便利，但与此同时，如果在网
络上随意出言伤人、造谣中伤，一定会
受到法律的严惩。”钱女士认为，互联网
虽然不是实体，但互联网行为同样应当
受到法律约束，必须依法上网，发表言
论需要遵守法律规定。“希望每一位网
民理性发言，不造谣、不谩骂，共同营造
良好的网络环境。”互联网不是法外之
地，这正是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向广
大网友传递的理念。

征集活动获行业广泛关注
律师也来点赞“有高度、有亮

点、有水平”

“法律边界即便看不到、摸不着，但
法律明确赋予了大家所需要承担民事
或者刑事责任的限度。”在目前已征集
到的300余条金句当中，有一句话给北

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谢蒙留
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资阳王女士提交
的“无法无边，有法有界，边是底线，界
是红线，过了边界是深渊，守住边界是
幸福”。

法律的“边界”在现实生活和网络
空间中同样重要。谢蒙以高空抛物这
一危险行为举例，如果造成人身伤害或
财产损失的，是民事侵权的违法行为，要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造成更加严重后果
的，则是犯罪行为，还需要承担相应的刑
事责任。“我想，谁都不想成为加害者，
谁也不想成为受害者，正如这位朋友所
说‘守住边界是幸福’。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
更是撑起人们幸福人生的正道坦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姚箬君 实习生苏鹏

“网络无形，言须有度。恶语伤人，严法必究”
“网络普法金句征集活动”已收到网友提交的金句300余条

参与“网络普法金句征集活动”

千元大奖等你拿
如何参与

即日起至9月14日，你可以下载并安
装封面新闻APP，点击“互动”进入封面活
动界面，选择“e法治网 清朗天府——网
络普法金句征集活动”页面即可参与
（封面新闻9.0版本及以上）。在活动页
按提示要求，上传金句内容、创意阐
释。活动主办方将在审核后发布。

征集要求

网络普法金句要求坚持原创、不得
抄袭，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便于传播、
启发性强。

再悄悄告诉你，提交具有四川特色
的金句或许更具胜算哦！别忘了在报
名通道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
后续领取奖励。

相关进程
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于9月15日

开启线上投票，持续至9月25日投票结
束。9月26日至9月30日，由专家进行评
审。用户投票数量和专家评审打分各
占50%，最终决出“网络普法十佳金
句”。获奖作品将分别获得现金奖励
1000元，并颁发获奖证书。

注意事项
温馨提示，在上传金句作品前，请检

查确认，一旦完成上传提交，金句作品不
可修改和撤回；参与作品内容须积极健
康向上，无色情、暴力、血腥等不良内容，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参赛作品严禁剽窃、
抄袭。参赛作品必须由参赛者本人原
创，参赛者应确认拥有作品的著作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