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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副市长江敦涛会见广州巨湾技研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行，并
出席巨湾技研XFC极速充电电池重庆基地项目签约仪式。（记者 彭瑜）

●6月15日，副市长但彦铮出席全市基层治理工作推进会暨“治理强
基”“地名乡愁”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并讲话。 （记者 张莎）

●6月15日，副市长、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安疆出席
中子科学研究院（重庆）揭牌仪式。 （记者 张亦筑）

●6月14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胡明朗赴两江新区金
山街道金果社区和两江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下访接访群众，实地调
研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记者 周松）

本报讯 原重庆钢铁公司
政治研究室主任、享受副省（部）
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吕世让
同志，因病于2023年 6月 9日
逝世，享年99岁。

吕世让，男，汉族，山西临县
人，1924年8月生，1938年9月参
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吕世让同志1938年9月至
1945年5月山西省临县枣圪塔
乡党支部委员，临县六区青救会
主席，临县县青救会部长，临县
七区区委书记；1945年 5月至
1954年8月山西省离石县七区
区委书记，吉县土改工作组组
长，吉县、曲沃县武装部部长；
1954年8月至1956年1月河北
省宣化工程局一处党总支书记；

1956年1月至1958年1月河北
省张家口市工程局监委会副书
记；1958年1月至1961年1月
河北省龙烟钢铁公司建筑工程
公司党委副书记；1961年 1月
至1966年4月中央冶金部安阳
冶金机修厂厂长；1966年 4月
至1974年10月中央冶金部攀
枝花钢铁公司机修厂厂长；
1974年10月至1983年8月重
庆钢铁公司机修厂厂长、机动处
处长、政治研究室主任；1983年
9月离职休养。1984年12月提
高享受地专级政治、生活待遇；
2015 年 8 月提高享受按副省
（部）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
2021年7月提高享受副省（部）
长级医疗待遇。

吕世让同志逝世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自从歌乐山街道为我们村
委会办了‘村务卡’，我再也不用
为村里的开支垫付资金了，现在
村里的每一笔公务消费不但报销
方便，而且还能全过程留下痕迹，
账务清晰明白。”6月13日，沙坪
坝区山洞村出纳况福颖高兴地
说。

况福颖口中的“村务卡”实际
上源于沙坪坝区在村（社区）推行
的村（居）务卡制度。这项制度的
诞生，要从十二届沙坪坝区委第十
轮巡察说起。

该轮巡察中，65 个被巡察
的村（社区）暴露出一个共性问
题——村（社区）小额采购现金支
付频繁，一定程度存在“白条”报
销、个别干部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等
突出问题。

“巡察中，我们发现部分村（社
区）存在大量白条入账情况，有的
村（社区）因为正常开支没有发票，
用其他的发票来报销冲抵，存在较
高廉洁风险。”参与第十轮巡察的
干部王帅说，以往在村（社区）管理
中，相当一部分公务开支都以现金
形式支出，且有的无法开具发票，
存在监督盲区。“巡察中，有群众表
示，村（社区）里钱到底咋用的，不
清不楚，是一笔‘糊涂账’。”

决不能让“微腐败”滋生。发
现问题后，沙坪坝区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时间给区财政局下发
《巡察整改建议书》，要求区财政局
深入调研，结合实际从根源上解决

问题。2个月后，《关于村委会及
居委会推行村（居）务卡制度的通
知》等系列制度相继出台，文件从
村（居）务卡的申办、结算、报销还
款和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据悉，“村（居）务卡”是由金融
机构为村委会及居委会工作人员
发放，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活动开支
和财务报销，具有一定透支额度与
透支免息期的贷记卡。村（社区）
工作人员作为持卡人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村（居）务卡可以通过
刷POS机、网上银行、绑定微信或
支付宝进行支付。

为规范使用管理，沙坪坝区财
政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专项培
训，并联合区农业农村委、区民政
局等部门开展监督检查，收集基层
干部群众意见，完善了村（居）务卡
配套管理办法和报销流程。同时，
对村（居）务卡支出数据进行汇总
分析，对“现金支出量偏多”“分散
采购价格偏高”的相关镇街党（工）
委及时开展约谈提醒，进一步压实

“村财镇管”主体责任。
现在，刷“村（居）务卡”已成为

村（社区）日常小额支出的主要方
式。沙坪坝区井口街道井口村党
支部书记唐莉是首批领取“村（居）
务卡”的代表之一。她告诉记者，
用“村务卡”省去了反复提取备用
金的手续，会计人员的工作量也减
少了。

据统计，该制度自实施以来，
沙坪坝全区村（社区）开卡率达
100%，现金提取量同比下降
94.12%。

沙坪坝区加强村（社区）日常公务活动开支和报销管理

一张“村务卡”刷出“明白账”

党风廉政看巴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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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范思翔 成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
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
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包容四海、兼纳百川，以开放包容的
胸怀，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
弥新，在新时代愈发焕发蓬勃生机与活
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祖国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参观者络绎不绝。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参观《新疆历史文物展》，观看民族史
诗《玛纳斯》说唱展示，并同《玛纳斯》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

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中华
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
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

2019年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四个
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我们辽阔的
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
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
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
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润中，56个民
族共同凝聚在中华民族旗帜下，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

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展现新活
力、释放新动能——

在多元中铸就整体、在整体中百花齐
放。

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唐诗、
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有大量反映少数
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又有大量少数民族
作者的创造。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
集大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作出了贡献。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浇灌更
加艳丽的中华文化之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
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
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
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
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
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
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新合力，不
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
民族团结的根脉。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
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就会巩固。

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
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尊重差异性到增
进共同性……新征程上，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和促进我国各民
族进行更加广泛而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
加快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
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这不仅与中华文化
开放包容的特质紧密契合，更有利于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中涵养
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

中华文化认同超越了地域、乡土、血
缘世袭、宗教信仰，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
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用多元文化汇
聚成共同文化。

古往今来，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
交流互鉴中焕发新生机——

2023年5月18日至19日，中国－中
亚峰会在西安举行。百花齐放，礼乐和
鸣，中亚各国元首在唐风古韵中，感受中
华文化海纳百川、包容四海的雍容气度。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
世。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
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
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
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
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今天，我们
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
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
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
秀文明成果。”

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塑造了中
华民族独有的品格特质——

西藏根培乌孜山南麓的哲蚌寺，气势
恢宏。2021年7月，在西藏进行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
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
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
藏传佛教的发展，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改
善，有利于社会稳定。宗教要和顺、社会
要和谐、民族要和睦。”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经历了5000多年历史变迁的中华文
明，在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中一脉相承，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
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文明将以更加开
放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

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
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
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
的人类文明形态。

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新
视角，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兼收并蓄、博采
众长，是大国的胸襟与气魄，也是顺应时
代、勇立潮头的历史担当。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
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
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郑重提
出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新的强大智慧和
力量。

以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推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
时代大放光彩，成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充分释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见证。

中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
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让文明交
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
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
纽带。”

在新时代，秉持多彩、平等、包容的文
明观，中华文明正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
和平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是中华文明生动多彩的画卷——
北京冬奥盛会惊艳世界；大唐芙蓉园

梦回千年；北京中轴线、京杭大运河等一
大批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绽放时代
新韵……千古文脉一华章，今天中华文化
更加蔚为大观，中华文明更加光彩夺目。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中国人
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的道理。如果只
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
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生动描述人类文
明多样性的宝贵价值：如果世界上只有一
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
的。

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
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
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
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
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
生机盎然。”

这是中华文明平等真诚的相待——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

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
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

西方，也传来了胡椒、亚麻、葡萄、石榴等
域外物产；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
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科技发
明、养蚕技术也经此传向世界。

中华文化是世界的，更是民族的。
在“天下第一雄关”甘肃嘉峪关关城，

叮嘱“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
脉”；在山西云冈石窟，指出“历史文化遗
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在福建福州三
坊七巷，强调“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
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不同民族、不同时期
的优秀文化都倍加珍视。如今，华夏大地
上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山水人文交汇
成现代宜居之地，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对不同文明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理解：“每一种文明
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
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如果居高临下对待
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
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

这是包容差异、尊重不同的广阔胸
怀——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
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
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
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
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
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

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讲坛，首次面
向世界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

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不谋
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彰显着“不同”与

“大同”的辩证智慧。
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的中国始终
致力于为不同文明对话沟通提出方案、搭
建平台。

6月15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大莫角山，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种在这
里成功采集。

这一刻，象征团结的体育之火、文明
之火、和平之火，同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
明史的圣地交相辉映。

新时代中国，不断从中华民族5000
多年文明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同世界各国
携手并进，必将绘就人类文明更加壮丽的
画卷。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从中华文明包容性看中华文化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评之五

（上接1版）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
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引导党
员、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
政绩，多做打基础、利长远、出实
效、创实绩的事。要抓住重点难
点，加强统筹协调，严格责任要求，
切实解决突出问题，巩固精简文件
会议、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工
作成果，确保不反弹回潮。要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着力整治“躺平”、

“官僚习气”等行为，鲜明树立重实
干、重实绩、重担当的考核导向。
要提升治理效能，统筹推进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减负工作基
础。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综合施

策，围绕健全制度法规、加强宣传
引导持续发力。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
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科学精
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
效，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
头严抓不放、常抓不懈。要坚决扛
起这一重大政治责任，将其摆在重
要位置来抓，特别是“一把手”要对
减负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
过问、重大事项亲自处置。各级领
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以
上率下，在推进落实中带好头、作
示范。

（上接1版）
《办法》所称一次性用品，是指

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向公众提供的、
由塑料或木（竹）材等制成的、不以
重复使用为目的的一次性餐饮、旅
游住宿用品等。具体而言，我市餐
饮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包括
筷子、勺子、刀（刀具）、叉子等；旅
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包括牙刷（含牙膏）、梳子、浴擦、剃
须刀、指甲锉、鞋擦、卫生袋、火柴、
针线包9项物品；公共机构不主动
提供一次性用品，包括纸杯、餐盒

（含盖）、筷子、勺子等。
据了解，我市餐饮业、旅游住

宿业及公共机构将在显著位置公
布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目录清
单。文化旅游、机关事务等部门，
依据职责分工负责餐饮业、旅游
住宿业、公共机构一次性用品目
录的督促落实、行业指导和咨询
解释等工作；市场监管部门依据职
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行业协会将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纳入行业
规范，开展行业培训，加强引导和
行业自律。

（上接1版）

聚焦重点任务
提升调查研究质量水平

5月中旬，市政协六届三次常委会会
议召开，围绕“加快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
造业中心 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开展专题协商。

14位市政协常委、委员从培育领军
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在
大会上建言，5位委员作书面发言。市级
相关部门负责人针对建议“面对面”予以
回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专题协商背后是持续不辍的扎实学
习和深入调研——市政协紧密结合主题
教育，坚持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
造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党中央
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
和市委工作安排，为选题调研、协商建言

夯实思想基础、作好理论准备。
充分深入的调研，是确保协商质量的

基础和关键。本次协商遴选了一批对课
题情况熟、思考多、研究深的领衔委员，反
复研讨后确定20个与主题目强相关的调
研子课题。专题调研组足迹遍布重庆、四
川、广东、福建四省市，坚持带着问题去调
研、在调研中找问题，及时校准调研方向
和重点，形成上万字调研报告，为我市打
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贡献政协智
慧和力量。

强化履职效果
发挥“软实力” 助推“硬增长”

5月上旬，2023年川渝省市政协协力
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席会议
在成都召开。联席会议聚焦两省市党委
政府确定的重点任务，围绕川渝两地近期
可操作、中期能作为、远期有影响的一些

重大事项，进行了充分商讨。会后经进一
步研究，形成川渝省市政协党组关于《深
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乘势跃
升的若干建议》。

赴成都考察交流前，市政协做了充
分谋划准备，争取形成言之有物、言之有
理、言之有情的会议成果。早在4月20
日就围绕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召开专题会议。市政协主要领导开宗明
义：“川渝政协助推双城经济圈建设，能
为党委政府提点儿什么建议？川渝政协
助推双城经济圈建设，能一起再做点儿
什么？”

与会人员就此展开头脑风暴，从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落地
的大处着眼，选择川渝两地关联度高、利
益互补好、操作性强的小切口入手，形成
了8条建议。包括着眼打造中国经济增
长“第四极”，深化双城经济圈建设双核联

动联建，以新发展理念统领和促进圈内圈
外协调发展，以红色旅游协同发展促进巴
蜀文旅走廊建设，以联合举办重大体育赛
事为纽带、进一步筑牢“巴蜀一家亲”文化
基石，积极推动医学医疗“双中心”建设，
协同建好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联合
打造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合作标杆，破解
构建统一高效川渝物流市场体系的瓶颈
制约等方面。

市政协有关负责人称，这些建议得到
川渝有关领导肯定，认为值得高度重视，
认真研究吸纳，抓好部署实施。“政协的履
职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具体
措施，标志着我们有效发挥了协商‘软实
力’，助推发展‘硬增长’，进一步提升了为
国履职、为民尽责的能力。”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主
题教育，推动重点协商抓出特色、抓出成
绩，形成更多标志性和辨识度的成果。

6月15日，黔江区濯水镇乌杨社区黄
桃基地，村民在采摘黄桃。

黔江区濯水镇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由村集体和合作社牵头，盘活石漠
化土地，建起1000多亩生态黄桃基地，并
通过春赏花、夏采果的农旅融合，让黄桃
成为了农民增收的致富果，实现了石漠化
治理修复与产业振兴的双赢。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黔江：

石漠地变身黄桃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