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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0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
二十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
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巡视工作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问题导向、贯彻
严的基调，创新组织方式、深化上下联
动，利剑作用持续彰显。从巡视情况

看，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金融单位党
的建设得到加强，各项工作取得新成
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严肃认真抓
好巡视整改，强化“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成员的政治责任，加强对巡视整改的组
织统筹和日常监督，把巡视整改与深化
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
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
来，融入日常工作、融入职能职责，以整
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不断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政治担当，敢
作善为、攻坚克难，主动为党分忧、为
国尽责。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
落实。要增强忧患意识，统筹好发展和
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
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加强领导班子建
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推进领导干
部能上能下，不断增强凝聚力、战斗

力。要清醒认识反腐败斗争形势，纵深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彻底的自我革命
精神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持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
兼治、系统施治，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
压态势，不断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
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
件，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
长效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0月28日下午就建设文化强国
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锚
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
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
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
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
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
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王博同志就
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
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
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
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推
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
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党的
领导，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
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
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
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
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
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
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围绕提高文化
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
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
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
峰。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充分发扬

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
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推动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探索文
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
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
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
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
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
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
感。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
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完善符合文化领域
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
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
境，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
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高扬中华
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
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
好。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
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
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
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
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
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国际
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
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更加
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
展示中国形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
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
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
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

习近平最后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是
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加强党中
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做好干部配备、人才培养、资源投入等
工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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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蒙）10月28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第十批群众信
访举报件186件（来电举报92件，来信举
报94件），其中重点关注16件。

从信访举报件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类
型来看（一件举报可能涉及多种问题类
型），涉及大气40件、水32件、噪声53件、
土壤17件、生态11件、其他类型33件。

从区域分布上看，成都市99件，自

贡市5件，攀枝花市7件，泸州市6件，德
阳市8件，绵阳市5件，广元市2件，内江
市7件，乐山市3件，南充市6件，宜宾市3
件，广安市5件，达州市3件，巴中市1件，
雅安市2件，眉山市11件，资阳市2件，甘
孜州4件，凉山州5件，省级2件。所有举
报件均已及时转交相关市（州）和省级
相关部门处理。

截至10月28日10时，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省转办群众

信访举报件1276件（来电772件，来信
504件），其中重点关注101件。各地累
计信访举报件为：成都市760件，自贡市
27件，攀枝花市43件，泸州市21件，德阳
市40件，绵阳市32件，广元市20件，遂宁
市10件，内江市27件，乐山市29件，南充
市39件，宜宾市40件，广安市22件，达州
市19件，巴中市7件，雅安市20件，眉山
市46件，资阳市21件，阿坝州4件，甘孜
州6件，凉山州25件，省级18件。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值班电话和邮箱

督察进驻时间：10月18日到11月18日

举报电话：028-60595571

邮政信箱：四川省成都市A535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第十批信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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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推动
医疗机构适老化改造，截至目前，四川省
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均建立了老年人就
医“绿色通道”，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4346个，老年人就医体验明显改善。

10月28日，四川省推进老龄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通气会在成都召开。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四川将加快推进老年

健康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

新华介绍，持续扩大老年医疗服务供
给，四川深入实施银龄健康工程，加快
推进省、市老年医院和二级及以上综合
性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支持有条件的
医疗机构开设安宁疗护病区或床位。
目前已建成1个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447家
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了老年医
学科，设置率达70.84%，301家医疗机构
开展安宁疗护服务。

同时，四川老年康复护理服务能力
也在持续提升。李新华说，四川还将加
强康复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康复医学科
建设，探索开展社区和居家康复医疗服

务，重点为失能、高龄老年人等提供居
家康复医疗服务。当前，四川已建成康
复医院、护理院118家，三级中医医院设
置康复医学科比例达100%。

据悉，四川还牵头组建了成渝地区
老年医疗护理联盟，将加强成渝地区老
年医疗、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据新华社

四川已建成4346个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