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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房屋养老金的话题
冲上热搜，引起社会关注。记者26
日就此采访了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
司局负责人，解答百姓关心问题。

一问——为何要推行房屋
养老金试点？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
人表示，建立房屋养老金制度，是进
入城市更新时期后，努力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既有房屋

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既管
基础，又管长远。住房城乡建设
部在部分城市开展房屋养老金制
度试点，目前各有关城市正在积极
探索。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城市发
展已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入存量提
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的新阶
段，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从
客观规律看，房子和人一样，会“变
老”，会“生病”，为了房子的安全，就

需要和人一样进行体检，查找问题，
消除隐患。

二问——房屋养老金的组
成和资金来源是什么？

该负责人说，房屋养老金由个
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两部分组成。个
人账户就是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交存按现行规定执行。

该负责人说，公共账户按照“取
之于房、用之于房”“不增加个人负

担、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由政府
负责建立，从试点城市看，地方政府可
以通过财政补一点、土地出让金归集
一些等方式筹集，目的是建立稳定的
房屋安全管理资金渠道，不需要居民
额外缴费，不会增加个人负担。

三问——房屋养老金用在哪
些方面？

该负责人说，房屋养老金个人账
户和公共账户资金共同保障房屋全生
命周期的安全。个人账户资金按照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定，专项用于
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
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公共账户
资金主要用于房屋体检和保险等
支出。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三 问 房 屋 养 老 金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回应公众关切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三伏”已过，暑热逐渐消退，但
文旅市场没有“降温”。继冬季“冰
雪热”后，我国东北地区凭借生态资
源和区位优势，积极打造多业态、沉
浸式的旅游休闲场景，不断优化产
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推进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在这个夏天，域内
多个城市成为全国热门旅行目
的地。

“云雾散去的那一瞬间，我终于
看到了天池！”对于广东游客毛晓凝
来说，去年冬季来长白山时错过了
天池美景，心有遗憾。此番夏季“二
刷”，不仅山顶景色迷人，沿途保护
区的生态环境也让她赞不绝口。“走
在林海中，有一种沁人心脾的舒
爽。”她说。

半年冰天雪地，半年绿水青
山。纵览今年文旅市场，东北多地
正以联动冬夏、带动春秋之势，从

“冰雪高地”挺进“四季长红”。
作为东北绿色生态屏障，长白

山以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丰富的
动植物资源和壮丽的火山地貌景
观，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据统计，截至 8月 22 日，2024 年长
白山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218.52万
人次，同比增长24.88%。

从长白林海一路向北，到“神州

北极”——黑龙江省漠河市打卡的
游客同样络绎不绝。在漠河市北极
村，游客在“最北邮局”写下给远方
亲朋好友的真挚祝福，在“最北供销
社”感受仿佛凝固的岁月……漠河
市副市长文竹介绍，漠河将在保护
的前提下，开发采摘、徒步等沉浸式
森林旅游项目，深挖全域全季旅游
资源。

为了让“凉”资源“火”起来，近
年来，东北三省不断打造夏季品牌
IP、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区域联动
发展。

吉林持续擦亮“清爽吉林·22℃
夏天”旅游品牌，以滨水避暑、森林
避暑、草原避暑为产品特色打造“三
江避暑休闲带”；辽宁发挥山海优
势，推出以“踏浪观海，逐绿游山，旅
居避暑”为主题的“清凉矩阵”；黑龙
江启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
全方位推动全季全域旅游，持续提
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品牌
影响力。

7月 1日，《关于促进东北三省
一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的决定》正式
施行，为东北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法治保障。吉林省文化和旅
游厅副厅长金振林介绍，东北三省
一区通过市场共塑、资源整合、品牌

优化、同步宣传，共同提升区域旅游
品牌影响力。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和文旅融合
深度发展，传统旅游业与其他行业
融合互促成为新趋势。

近日，在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
假区，2024凯乐石东北100松花湖
跑山赛火热开赛，3000余名越野跑
爱好者在这里挑战野性十足的东北
原生态赛道。“继承雪季运动基因，
通过文体旅融合，让更多人爱上运
动，爱上山地自然。”度假区市场营
销总监黄钟锐说。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诗”和
“远方”更好联结。自 2021 年实施
博物馆“百馆工程”以来，沈阳市开
放的文博场馆达 106 家。如今，这
些场馆已成为众多游客“夏日享清
凉”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在“博物
馆热”的带动下，创新推出的文创产
品也迅速成为市场宠儿。

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与德氏
推出联名定制款文创冰淇淋，长春
伪满皇宫博物院推出特色打卡印章
和老爷车模型……各色好看、好吃、
好玩的文创新品，将历史文化与现
代设计相融合，不仅丰富游客文旅
体验，还在不断提升城市对外影
响力。

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优化
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是关键。上
个雪季，凭借丰富的冰雪旅游资源和
热情暖心的服务，“冰城”哈尔滨一跃
成为“顶流”城市。今夏，哈尔滨推出
了江上沉浸式演艺、太阳岛3D动态光
影秀等创意产品，焕新升级马迭尔阳
台音乐秀等老牌项目。此外，还举办
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22届中国·哈尔
滨国际啤酒节，累计接待游客超 150
万人次。

得益于区位和口岸优势，吉林珲
春、黑龙江绥芬河等地也迎来了边境
游、跨境游热潮。为方便旅客，珲春口
岸旅检通关服务时间延长 2小时，并
开启了周日无休息通关模式。绥芬河
市人民医院不断完善对外医疗旅游服
务，配备专职翻译陪同检查，受到外国
游客欢迎。

转眼间，新雪季脚步临近。在位
于吉林省吉林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试验区内的北大湖滑雪场里，卡车穿
梭、机器轰鸣，今年这里将新增2条缆
车和33公顷雪道面积，以提升硬件水
平、丰富雪友体验。“争创国家级试验
区，加快推进世界超级滑雪大区和世
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建设。”试验区党
工委书记于跃洋说。

（新华社长春8月27日电）

只 此 青 绿 引 客 来
——东北夏季文旅市场观察

新华社记者 王帆 刘赫垚 丁非白

得知有客人要来，杨金福早早
地开始忙活，准备做二米黏饭。

杨金福把黄米和大米混合在一
起，在蒸到八分熟的时候，往锅里
倒入面粉搅拌。“要想黏饭做得好，
需要多角度搅动，大概搅拌 300 多
次，这是老一辈人制作二米黏饭的
经验。”杨金福介绍，等米面充分黏
合 在 一 起“ 上 了 劲 儿 ”，就 算 做
成了。

杨金福今年 50 岁，回族，家住
宁夏吴忠市 同 心 县河西镇石坝
村。同心县是宁夏回族的主要聚
居地之一。

做一碗二米黏饭，是同心人的
“待客之道”。然而在过去，这一碗
黏饭并不是那么拿得出手。

“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想
吃大米也吃不上。”杨金福回忆道。

杨金福曾经以种地为生，年年
“靠天吃饭”，收入很不稳定。据
悉，同心县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核
心区域，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近 9
倍。黄米生长期短、耐瘠、耐旱，因
此成了当地 居 民 主要的种植作
物。最开始人们也只用黄米来做
黏饭，但是口感很粗糙，并不好吃。

“能怎么办呢，大米太贵了！”
杨金福感叹着说，那时候大米的价
格大概是黄米的三到四倍，“好不
容易得了些大米也不舍得吃，就攒
着，家里来客人了拿一点出来，和
黄米和在一起，做成二米黏饭”。

在杨金福印象中，当时谁家条
件稍微好一些的，能够搭配上一口
咸菜来吃二米黏饭，那就是难得的

美味了。“大多数人家都没有配菜，撒
上些盐，就下饭了。”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的持续推进，同心县调结构，补短
板，走出了一条“旱塬披绿、产业多
彩、农民增收”的道路。“扬黄工程”的
实施让黄河水流向这片旱塬，当地在
此基础上持续抓节水灌溉项目落实，
助农业摆脱水困。

同时，同心县大力发展县域特色
农业产业，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红枸杞、紫葡萄、壮牛羊、小杂粮等致
富产业“茁壮成长”，农民的生活越来
越有盼头。这个曾经“百分之七十的
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农民靠借粮
糊口”的地方，去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1.4万余元。

走进杨金福的农地，只见一条条
黑色滴灌带均匀铺开，水滴缓缓滋润
着作物。“滴灌带不但浇水快，而且省
水省电省力，我也有更多时间和精力
去做其他事情了。”于是，杨金福养上
了牛羊，还做起了建材生意，一年能
多好几万元的收入。

“吃大米，早就从一种‘奢侈’变
成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杨金福说。

日子越来越红火，但同心县的居
民还是很钟爱那记忆中的味道。“这
碗二米黏饭见证了我们从穷苦日子
到过上了好日子。”杨金福感叹道。

如今家里来客人了，人们还会做
上一碗二米黏饭来招待。不同的是，
大米舍得加了，配菜也从盐、咸菜变
成了肉辣子、米椒韭菜、酸菜、洋芋糊
糊……

（新华社银川8月27日电）

一碗二米黏饭的变化
新华社记者 邱 犇

网络文明是伴随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新的文
明形态，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当前，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互联网为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交流交往、创新创造提供了新平
台、新空间，也为推动文明继承和发展、促进文化
弘扬与繁荣提供了新载体、新机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强网络文明
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的重要部署，为

“十四五”时期网络文明建设搭建制度框架。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为新时代网络文明
建设提供有力指导。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对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作出系统部署。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壮大网
上主流舆论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深化网
络生态治理，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主旋律更
加高昂，全社会共建共享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氛
围日渐浓厚。

拓展理论武装新阵地——
去年10月14日，“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

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四
川大学举办，青年榜样与莘莘学子对话青春、共叙
成长，在祖国大地上奏响嘹亮动人的青春之歌。

这堂大思政课是我国拓展网上理论武装阵
地、筑牢思想基础的生动缩影。

围绕重大主题，打造“理上网来”“理响中国”
等一批网上理论宣传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加大优质内容供给，推出《万山
磅礴看主峰》《牵妈妈的手》等一批新媒体作品，
让党的声音成为网络空间最强音；加快构建中国
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推出“中国有约”“打卡中
国”等网络国际传播活动，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
传得更广。

一系列品牌活动创新开展，让正能量澎湃大
流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

培育网络文化新风尚——
《人民江山》《跟着总书记学历史》《风雨落坡

岭》……2024年 3月，2023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
征集展播活动结果发布，550个网络正能量作品
脱颖而出，引发网民关注好评。

近年来，有关部门发挥网络优势，创新方式方
法，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积极培育网络文化新
风尚。

开展“何以中国”“网络中国节”“节气里的大
美中国”等主题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
可感可知；举办“中国人的故事”“中国好网民”等
网络互动引导活动，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等典型事迹网上宣传，推动形成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的网络文明环境；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网上延伸，实
现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有机融合……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建设，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给，
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广大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社会共建
共享网络文明蔚然成风。

营造综合治理新生态——
“过去一年来，中央网信办累计清理拦截违法违规信息5745万余条，处置

账号、群组781万余个，关闭下架网站平台超过4800家，推动网络生态持续向
好……”2024年7月，中央网信办发布的网络生态治理“成绩单”引人关注。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是广
大网民的共同期待。

全面推进网络法治建设，有关部门持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加强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深化网络举报和辟谣工作，不断优化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机
制，凝聚网络治理强大合力，网络空间生态环境日益清朗，人民群众在网络空
间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清风徐来，文明花开。
8月28日至29日，以“弘扬时代精神 共建网络文明”为主题的2024年中

国网络文明大会将在四川成都举办。这场网络文明领域的盛会，将凝聚亿万
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把网络空间打造成为有价值认同、有人文关怀、有
情感归属的美好精神家园。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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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将在
金秋九月“焕新”。

记者 8月 27日从教育部获悉，
历时两年多修订，义务教育道德与
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近期完成
了全部编审程序。在保持总体容量
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选材更丰富，编
排更科学，育人导向更鲜明。

此次修订“焕新”在哪？
“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系统有
机融入，使之成为凝聚整套教材
的‘魂’。”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
表示。

时代气息扑面而来——道德与
法治教材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
果的学习；组织作家实地采风创作
的反映黄文秀事迹的《青春之光》等
成为新课文；历史教材呈现新时代
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

体现学术研究新成果——注重
反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学生
们可在历史课本中“寻迹”良渚古
城、陶寺古城和牛河梁遗址等代表
性考古成果。

重大主题教育内容增多——采
取系统融入、重点强化等方式，进一
步纳入国家安全教育、法治教育、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
内容。

内容设计加强幼小衔接——语
文教材修订后降低了难度。优先学
习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
的汉字；拼音教学时间比原来增加1
至 2 周，减缓了起始阶段的学习
坡度。

美术设计彰显巧思——对于封
面、版式设计和插图绘制，按照反映
学科特点、体现艺术水准、彰显中华
美学品味、符合大众审美习惯和生
活常识的标准进行了优化设计。

修订过程“严”在哪里？

据了解，教育部在 2022 年 3月
启动三科统编教材修订工作，精选
编委会和修订组成员200余人。修
订过程中，组织 18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550 多所学
校、2000多名教师、10万多名学生
开展试教试用。

国家教材委员会相关专家委员
会对修订后的教材进行了严格的初
审、复审和多轮复核，通过后报国家

教材委员会审核，全面把好政治关、
科学关和适宜关。

如何确保“用”得稳定？
根据计划，义务教育三科统编

教材将在三年内覆盖所有年级。今
年秋季学期，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
年级使用；2025 年，小学一、二、三
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使用；2026
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全部完
成替换。

为做好教材使用工作，教育部近
期已开展骨干教研员国家级示范培
训，各地 8月底前完成授课教师全员
培训。教材投入使用后，将持续开展
教材使用监测，组织编审专家深入一
线进行回访，听取社会意见，提高教材
质量。

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崭新的教
材、崭新的学期，等你开启。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历时两年修订！

义务教育统编教材“焕新”在哪？
新华社记者 胡梦雪 徐壮

教材“焕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