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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曾业）12月18
日至20日，由中共四川省委网信办主办
的川东北网络举报和辟谣工作专题培训
班，在中共达州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广
元、南充、广安、达州、巴中5个市及所辖
县市区从事网络举报和辟谣工作的业务
骨干、市级网络辟谣联动机制成员单位
相关负责人共计12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班首次延伸到县市区一
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培训班在师
资安排、课程设置等方面，均体现了品
质性、丰富性、针对性。省委网信办领

导和专家围绕网络综合治理与网络生
态治理、网络侵权受理和处置、涉政举
报研判和处置、新形势下的网络辟谣工
作实践和思考等内容进行专题讲授，既
有系统的理论阐释，又有贴近工作的案
例剖析；既有省委网信办的领导、专家
参与讲授，又有市州人员的讨论交流；
既有集中学习，又有小组发言。

培训中，学员们按照课程设置和
教学安排，一边学习前沿理论，一边结
合工作实际，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
促学、学用相长。培训班结业仪式举

行前，学员们还一起参观了达州红军
文化陈列馆，深入了解红军历史和长征
精神。

达州市通川区网信办学员介绍，本
次培训时间安排合理紧凑，专家们的讲
授深入浅出，与实际紧密结合，有理论、
有案例、有教训、也有经验，深受启发，
收获颇丰，为今后的线上线下工作提供
了参考借鉴和创新思路。

“本次培训联动了省市县三级网信
工作战线，使五市的同行进行了充分交
流，也找到了差距和今后努力方向。”南

充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学员表示，“通
过组织开展分组讨论等活动，训练了大
家在网络举报和辟谣工作中分析问题、
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为做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川东北网络举报
和辟谣工作指明了方向。”学员们纷纷
表示，要聚焦重点任务，提高思想认识，
健全监督队伍，强化平台建设，优化工
作机制，深化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网
络举报和辟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推动
全省网络举报和辟谣工作高质量发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可欣）12月
21日，2023四川省文化发展十件大事评
选活动网络投票正式启动，经过大众投
票和专家评审，将最终评选出2023四川
省文化发展十件大事，并于2024年1月
初向全社会隆重发布。

2023四川省文化发展十件大事评
选活动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办，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
承办，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新华社四
川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
光明日报四川记者站、经济日报四川记
者站、中国新闻社四川分社、四川新传
媒集团、抖音集团、百度共同支持。经
各市（州）党委宣传部、省直有关部门
（单位）、中央及省级媒体、头部网络平

台提名推选，共有20件2023年度最具传
播力、影响力、引领力的文化发展大事作
为候选进入网络票选，包括重大文化政
策创新、重要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外在川
落地代表性文化项目、科技赋能文化发
展典型案例等，充分彰显了我省文化事
业产业发展的宝贵成果和蓬勃气象。

“一座三苏祠，生机盎然；一条古蜀
道，苍翠悠远；凝望三星堆，再醒惊天
下”，三苏、蜀道、三星堆系统性研究系
统性宣传体系全面构建，承载着让巴蜀
文明闪耀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使命。
以影视为载体、以大熊猫为文化符号、
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旨的
国家级国际传播最高奖——首届金熊
猫奖成功举办也位列其中，这场具有国

际水准、中国特色、巴蜀韵味的国际传
播盛会，成为四川面向全球的“金名
片”。此外，还有让全世界看见四川“想
象力”的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促进巴
蜀文化绽放新的时代光彩的首届川剧
汇演、成为全国现象级文博特展的“汉
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掀
起全民读书热潮的“书香天府·全民阅
读”大会等等，20件候选文化发展大事
以创造力焕新经典，以新视角注释传
统，体现着独具巴风蜀韵的文化属性，
展现了四川守正创新、勇争一流的生动
实践，更加响亮地传递四川声音、讲述
中国故事。

网络投票将持续至12月24日，大家
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和11家媒体平台

APP参与投票，每人每天可投出10票，
选出你心目中的2023四川省文化发展
十件大事。积极参与投票和互动留言
的观众，将有机会获得观演票、电影票、
购书卡等幸运大礼，更有机会成为幸运
观众来到发布仪式现场，见证四川着力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新高地的累累
硕果，为四川文化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油鼓劲，共同
凝聚起奋进新
时代新征程的
磅礴力量。

扫二维码
参与投票

丹棱县“五把钥匙”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实践路径
12月21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

行“县域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丹棱县专场。眉山市丹棱县先行
探索“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发展定位，
用“五把钥匙”开启丹棱县以城乡融合推
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据介绍，丹棱是四川省首批县域内
城乡融合改革发展试点县，2022年城乡收
入比缩小为1.65:1，优于全国和全省的平
均水平。2023年，丹棱县进一步以城乡融
合推动共同富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推
动人民生活富足、产业发展、生活环境改
善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发展路径。

丹棱县委副书记、县长曾建军介绍，
丹棱以城乡融合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
探索实践，概括起来就是“五把钥匙”，分
别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增强县城
综合承载能力、深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均衡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提升城乡基层
治理水平。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农村人均收入连续8年居全省高收入组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曾建军
介绍的第一把钥匙。

曾建军说：“丹棱县集中攻坚产业
发展、人居环境、农民增收三个领域。
比如，农村人居环境方面，丹棱宜居乡
村达标率100%，发动群众主体作用，村
民自愿缴纳1元钱垃圾收集费。”曾建军
说，这一垃圾治理模式在全国推广，丹
棱县相继获评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成效
明显激励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
县。同时，在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上，
深化基层河湖管护“解放模式”，全省的
推广会在丹棱召开，并创成了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

丹棱柑橘品种实现全年供应，桔橙
“种在田头、卖向全球”，助力老百姓致

富增收，全县农村人均收入连续8年跻
身全省高收入组。

曾建军介绍，在丹棱有一种说法，
丹棱农民有“两双鞋”“两部车”“两套
房”——“下地穿胶鞋、进城穿皮鞋，务
农摩托车、城里小轿车，乡下住洋房、城
里住楼房”。

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年高于全国

为增强县城对人口和产业的吸纳
集聚能力，丹棱县重点抓了三个关键：
启动城市绕城环线建设，争取成峨高速
丹棱互通，县城空间不断优化；制定城
市家具导则，100%改造老旧小区；实施
水系连通串联城市公园，人均绿地面积
达到16平方米；出台园区厂房建设导
则，发展晶硅光伏、锂电新材料两个百
亿产业集群，在工业经济支撑带动下、
每年增加本地居民务工收入6亿元，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年高于全国。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丹棱户籍
人口、常住人口较第六次实现了双增
长。”曾建军说。

深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农民自愿进城购房占比达70%

畅通“人”的流动，丹棱县通过全省
首创专家大院，汇聚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福锁等专家人才到乡村。同时，创新乡
村振兴人才引进形式，著名男高音歌唱
家范竞马获得幸福古村“荣誉村民”称号；
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所长陈善春为首的
8名科研院所专家和14名丹棱县级本土
专家组成四川省晚熟柑橘专家大院，在
科技助力下培育出大雅柑、金乐柑、夏雅
柑3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丹棱县实施宅基地和承包地“三权
分置”改革，全域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农民自愿进城购房占比达70%，
县城驻地镇被列入省级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试点。创新开展“整村授信”，提高
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可获得
性，目前已发放贷款7亿元。

均衡城乡公共资源配置
95%农村家庭实现家门口就近就医

丹棱县实施全域安全饮水、燃气入

户、农村公交化、四好农村路、便民服务
“五个全域”，自来水普及率96%，天然气
通村率、便民服务达标率100%，公路密
度130公里/百平方公里，不久前全省推
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
丹棱召开，一举创成了“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基础设施完备后，商贸物流
业更繁荣、城乡居民增收更可持续，丹
棱县邮政业务总量同比增速50.2%。

坚持教育集团化办学，实现学前教
育就近、小学相对集中、初中全部进城、
高中特色发展。

“我们启动县域医疗中心建设，推
行县乡一体化管理，95%农村家庭实现
了家门口就近就医。”曾建军说。

提升城乡基层治理水平
村民“一事一议”参与率达100%

曾建军介绍，丹棱县在全省首创
“党群集中活动日”，破解基层干部组织
难、群众参与难“两难”问题，村民“一事
一议”参与率达到100%。探索推广“把
群众喊得答应”的村规民约，让老百姓
集体协商、参与、确定，最后形成大家一
致遵守的准则。创新“网格+执法”模
式，深化“一支队伍管执法”，城乡纠纷
数、举报数、报警数同比下降37%、34%、
21%，“‘五调融合’化解涉农产品纠纷工
作法”入选2023年“全国新时代枫桥经
验先进典型”。创立“123456”人大代表
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调解成功率
98%。创设“道德超市”引领乡风文明，
做法获评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
秀案例。

曾建军表示，新征程上，丹棱县将
全面落实“抓好两端、畅通中间”思路，
加快形成具有四川特色的城乡融合“丹
棱路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静

2023四川省文化发展十件大事评选活动网络投票启动

川东北网络举报和辟谣工作专题培训班在达州举行

12月21日，“县域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丹棱县专场在成都举行。
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