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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6 日电 2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亚
历山大·斯图布，祝贺他当选芬兰
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中芬关系近年来延续传统
友好并不断取得新发展。两国始
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
共赢，各领域务实合作给两国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高度

重视中芬关系发展，愿同斯图布总统
一道努力，延续中芬友好，以对话与
合作深入推进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习 近 平 致 电 祝 贺
斯图布当选芬兰总统

拉萨融媒讯（记者余洋洋）2月
1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食品药
品安全委员会主任王强调研我市创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强
调，要强化食品安全意识，守住食品
安全底线，齐心协力把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做成群众满
意、社会认可的民心工程，共同营造
安全、健康、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
确保我市创建工作顺利通过国家
验收。

王强一行先后来到城关区特困
人员集中供养中心、亨通农贸市场、
城关万达永辉超市、自治区人民医
院，通过与负责人交流、查阅台账等
形式，详细了解信息公示、规范管
理、问题整改等创城工作开展情况，
并就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
建议。

王强指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是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的
重要内容，既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
务，更是事关群众福祉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对于筑牢食品安全监管
基础、营造食品产业良好发展环境、
提升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部门、各单
位、各县（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切实增强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
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食品安全工作
再上新台阶。

王强要求，要加强日常监管，严
格过程管控，全面排查隐患，建立健
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确保食品生
产、运输、存储、销售等环节全链条、
全过程安全；要以创成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为目标，坚决贯彻“四个
最严”要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工作
责任制，以最坚决的初心落实“党政
同责”，以最有效的行动推动社会共
治，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实现全维
度、全领域食品安全监管，让人民群
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坚定信心、
提振状态，

（下转第四版）

王强调研我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情况时强调

齐心协力把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做成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民心工程

拉萨融媒讯（记者莫瑞英）日
前，曲水县茶巴拉乡茶巴拉村举
行首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积分制
年度综合评定暨表彰会，对积极
参与积分治理，在人居环境整治、
维护社会稳定、乡风文明等事务
中作出积极贡献的村民代表进行
奖励。

茶巴拉村通过村党建便民超
市进行积分兑换。在兑换积分现
场，群众手拿积分卡换取所需的商
品，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村民拉
巴说：“自从设立考核栏后，我们对
农村生活由‘等着看一看’变成了

‘亲自试一试’，各家各户都把自家
院子和房前屋后打扫干净，积极参
与到环境卫生整治中。在打分过程
中，我们也逐渐养成了文明的生活
习惯，也促进了邻里和睦，营造了尊
老爱幼、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2023 年 3 月，茶巴拉村
实行“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结合
人居环境整治、维护社会稳定、民族
团结、乡风文明、产业致富等重点任
务，分类制定评分项目，以量化管理
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主
动性，乡村治理由“村里事”变“家家
事”，乡村治理呈现新活力。

曲水县茶巴拉村积分制
“兑”出乡村治理新活力

近年来，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东嘎社区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
党建工作中，融入基层社会管理中，融入辖区精神
文明创建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并荣获“第一批自治区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村（社区）”称号。

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于2020年正式挂牌成立，
位于拉贡公路沿线，距市区仅9公里，是城乡结合
部。现有本地居民619户、1771人，流动人口3.5万
余人，包括汉、藏、回、彝、门巴、珞巴、蒙古等14个
民族。该社区经常举办民族团结进步系列活动，组
织社区居民群众以及民族团结家庭代表等欢聚一
堂，互相交流，在欢声笑语中共话美好生活、共叙民
族团结情。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商户王虎说：“我
在东嘎社区工作生活已经有17年了，社区就像‘家’
一样温暖，全力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困难，经常举办
各类活动，拉近干群关系，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
努力，各民族群众更加团结、社区更加和谐。”

家住东嘎社区一组的王登贵和妻子琼达是堆龙
德庆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家庭，王登贵是四川人，
在拉萨务工时与藏族姑娘琼达相识，并组建了自己
的小家庭，刚开始他们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两人还
住在出租房里，为了改变家庭状况，王登贵常年在
工地务工，妻子则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之后小日
子越过越好。如今，组里还专门给他安排了值班室
工作人员岗位，方便王登贵照顾家庭。生活中，王
登贵一家用真诚、善良、包容和孝心换来了家庭的
美满幸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家和万事兴”的深刻
内涵。“今后，我们将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团
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创造美好生
活。”王登贵说。

来自甘肃的回族商人马学文在东嘎社区经营餐
饮店已有6年了，他的蒸汽牛肉面店面积有220平
方米，顾客多为东嘎社区居民。自开店以来，东嘎
社区工作人员经常到店里询问经营情况，了解实际困难和发展需求，让马学文
感觉十分温暖，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经营信心。马学文告诉记者，他的店里每
天进进出出的各民族顾客很多，他和店员们与人为善，和旁边商铺、周围居民
相处融洽，慢慢地口碑越来越好，店内生意越发红火，如今，年收入近30万
元。“我在社区经商多年，早已融入本地的生活，社区平常会积极宣传惠农政
策、法律法规等知识，特别是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宣传，有效搭建了干
部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我们各民族群众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相处得十分和
睦。”马学文说。

目前，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已经形成领导高度重视，群众积极参与，各民
族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近年来，通过开展各类文化活
动、解决民生问题、优化营商环境等，积极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在
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努力实现各族群众广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居民有安全感、身处异乡的游子有归属感、各民族
群众有获得感，该社区先后获得“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第一批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社区）”“堆龙德庆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社
区）”等荣誉称号。

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党委第一书记次仁多杰说：“下一步，我们将以党建
引领为核心，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增进各民族间的感情、拉近干
群距离，服务社区各民族群众，进一步拓宽新时代民族工作新路径，把社区打
造成为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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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杯、聚个餐、守好岁，传统
在赓续；赏新片、买非遗、去旅行，年
俗更新潮。好一个年味儿十足的开
年市，好一个烟火气升腾的中国年！

跟随百姓欢度春节的步履，新
华社记者深入大江南北，在浓郁年
味儿里感受人文与经济交融共生之
和、相得益彰之美。

活力中国年：年味充盈市场

一桌年夜饭，不尽团圆情。
龙头造型的行运金龙包、用粉

色小龙点缀的豆茸酸奶糕、寓意“盆
满钵满”的盆菜和“步步高升”的年
糕……广州酒家今年的年夜饭，饱
含吉祥的好意头。

“与往年相比，今年顾客预订年
夜饭周期更早、速度更快、态度更积
极。”广州酒家龙津西路店店长杨洪
强说，“今年的年夜饭套餐去年 12
月起就被订满了。多款成品、半成
品年菜的线上销售情况也很火爆。
我们还联合广州博物馆等文博机构
开展春节民俗体验活动，餐桌更添

‘文化味’。”
从全家上阵采购食材制备年夜

饭，到选择在饭店享受年夜饭，再到
根据群众需求提供更有滋味更有内
涵的年夜饭，中国人的“舌尖文化”
与“舌尖经济”相辅相成。

商务部大数据监测显示，今年
除夕，我国部分重点大型连锁超市
即时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约 20%。
年夜饭等服务消费火热。除夕当
天，重点电商平台在线餐饮销售额
同比增长40.8%。

吃饱喝足，上街接福。大年初
一一早，北京王府井商圈已经人头
攒动。在王府井工美大厦前，披上

龙年新衣的“冰墩墩”化身“龙墩
墩”，威武喜庆，吸引不少人拍照
打卡。

来自湖南的陈女士一口气买了
三个“龙墩墩”毛绒玩具，她兴奋地
说：“初一买‘龙’，新年一定会龙马
精神！”

乘着贺岁东风，“龙墩墩”再次
跻身文创界“顶流”。自2023年 12
月 7日正式开售以来，各线下门店
累计销售“龙墩墩”系列产品约 60
万件。

良渚博物院的龙首玉颜镜、中
国邮政以甲辰龙年生肖邮票图案为
主题的文创冰箱贴、华为的龙年典
藏版耳机……龙，赋予创作者灵感，
丰富消费者选择。

在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王祎看来，中国生肖经济火热
的背后，是基于生肖的文创和品牌
营销与现代国潮消费趋势相结合，
通过创新融入多样化的文化元素，
从而激发的消费新活力。

祖国东北，一条由传递第十四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火炬人群组成的

“巨龙”格外醒目。2月17日，“十四
冬”将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开幕。

“我们推动冰雪产业与文化、体
育、旅游深度融合，力争实现旅游拉
动消费升级，促进冰雪经济提质提
效。”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
局长杨红说。

以承办“十四冬”为契机，内蒙
古冰雪旅游迎春“绽放”。据内蒙古
文化和旅游厅统计，春节假期第一
天，全区接待国内游客 390.97 万人
次，是 2023 年同期的 5.66 倍，实现
旅游收入 26.88 亿元，是 2023 年同
期的7.61倍。

旅游团圆、休闲过年，大好河山
成为人们欢度新春佳节的壮丽

背景。
在新疆喀什古城，彩灯高挂、福

字盈门，民族风情与春节装饰相映
成趣。来自甘肃的游客张格兴奋地
说：“走进其中，买买逛逛，才能真正
体会到‘新疆是个好地方’的人文之
美。”

据统计，春节假期前四天，喀什
地区共接待游客86.14万人次，同比
增长 205.90%；实现旅游收入 7.09
亿元，同比增长216.52%。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数
以亿计的中国民众在春节假期内返
回故乡、探亲访友。春节期间人们
外出聚餐、购物、旅行的意愿会大幅
提升，假日消费需求充分释放。

年味浓厚，市场红火。古老春
节，为开年经济铺就深厚的文化
底蕴。

人文中国年：产业赓续文脉

这个春节假期，游人纷纷走进拥
有 2500 多年历史的江苏苏州平江
路，感受古城之春、体验国风新年。

花灯缀满小桥，红绸映照流水；
红色的货摊随着古街巷绵延，香囊
福袋沁人心脾……顺应人们需求，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推出新春年味市
集等一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江
南年俗中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三天，平
江历史文化街区累计客流量超过40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传统文化的生命张力在实践
中。”苏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俊认
为，彰显江南文化特色的文旅新业
态、文化新场景、文创新产品，不仅
赓续佳节传统，而且让中国人骨子
里的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交相
融合，实现了春节文化和现代经济

和谐共生。
当文化浸润经济，传统年俗更有

寄托，新年俗也在不断酝酿。
在陕西延安，春节期间，延安红

街、南泥湾红色小镇等红色文化主题
街区游客接待量屡创新高；《延安保
育院》《再回延安》等红色演艺项目一
票难求。丰富多彩的活动，将红色文
化与春节文化紧密结合，为群众送上
节日文化大餐。

“趁着假期，我特意带全家人来延
安游玩，在这里不仅能感受到厚重的
红色文化，也培养了孩子的家国情
怀。”来自陕西汉中的游客王建华说。

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从延安，到
西柏坡；从中共一大纪念馆，到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华大地上，一个个

“红色地标”的璀璨光芒，在万家团圆
之时更显夺目，吸引人们纷至沓来。

以经济“活化”文化，春节经济也
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辽宁辽阳，非遗民俗游园大庙会
上打铁花引来阵阵叫好；四川成都，
武侯祠成都大庙会上传统花灯讲起现
代故事；江西南昌，第二十届绳金塔
庙会让古老历史文化街区“活”起来
……传承千百年的老手艺、老行当，在
这个春节生机勃发。

来到 2024 天津市第二届西岸非
遗·老字号年货节，近百家中华老字
号品牌、津门老字号品牌、非遗项目
令人目不暇接，市民游客逛市集、买
年货、赏非遗，热闹的市场烘托出浓
浓的年味儿。

天津市市级非遗项目王氏手绘盘
丝传统服饰制作技艺第四代传人郁从
霞说：“我们在这里展示非遗项目和
非遗产品，老人们看到了非遗的创
新，孩子们领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涵。 （下转第四版）

在年味儿里感受人文经济魅力
新华社记者

2 月 15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任王强调研我
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这是王强在亨通农贸市场详细了解
信息公示、规范管理、问题整改等创城工作开展情况，并就现场发现的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 拉萨融媒记者 巴桑次仁摄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仁卓嘎）无
障碍出行不仅是残障人士的生活需

要，同时也是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便
利生活的需要，自我市开展城乡环
境综合大整治行动以来，道路交通
环境明显提升，无障碍通行更加便
利，近日，市残联组织7名残障人士
前往嘎玛贡桑路亲身体验环境整治
后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

在志愿者的陪伴下，7名残障人

士行走在干净整洁的马路上、通畅无
阻的盲道上，切身体会到了城乡环境
综合大整治行动为城市环境带来的
变化。无障碍出行进一步提升了特
殊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以前每次经过这条路时，很多
盲道被电动车或者垃圾桶堵着，出
行很不方便，今天发现无障碍坡道

以及盲道都很通畅，环境卫生也有了
很大的改善。”残障人士罗布说。

期间，志愿者们还向来往的市民
发放了《拉萨市残疾人保障办法》等
宣传图册以及雨伞、餐具等宣传品，
进一步加深了居民群众对残疾人相关
政策的了解，在全市形成了扶残助残
的良好社会风尚。

市残联组织残障人士体验无障碍出行 感受城市温度

延续冬奥激情 放飞冰雪梦想
——写在“十四冬”开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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