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UA XING SHI BAO

星期三
甲辰年任八月十六18 总第 4883 期

今日 8 版
2024 年 9 月 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管主办 华兴时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4-0011

官 方 微 博 ：http ：//weibo.com/hxsbs（新 浪） 微 信 公 众 号 ：huaxingshibao 值 班 编 委 郑 桉 责 编 / 美 编 瞿 玩 东 校 对 张 晨 阳

庆祝人民政协成立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575 周年周年

奋进强国路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阔步新征程

前不久，“刘媛委员会客室”搬进兴
庆区掌政镇洼路村和五渡桥村的田间地
头，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与 7名农业
合作社负责人、种植户互动交流，运用智
慧政协平台传播党的政策、推广病虫害
防治技术。

这是自治区政协运用数智新引擎实
现履职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十二届自
治区政协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及自治区
党委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部署要求，在原有宁夏“互联网+政
协”综合信息服务系统的基础上，全力打
造宁夏政协数字智能化平台，“数字政
协”建设水平不断提升，“智慧政协”建设
迈入 2.0云时代。

因势而谋 以“数”赋能 向“慧”
而行

应时代之变迁、扛时代之重任。十
二届自治区政协锚定人民政协职责使
命，把握数字时代发展趋势，把数字政
协、智慧政协建设作为时代必答考题。
自治区政协党组提出明确要求，要升级
完善政协委员履职平台和提案、社情民
意信息等管理系统，提高政协委员履职
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这是期待，更是目标。
建设什么样的智慧政协平台？怎么

建、怎么用、怎么管？答案在一次次会议
部署、学习座谈、研究讨论中愈加清晰。

——构建一体化平台：基于同一平
台，建设各业务系统，实现统一门户访
问，业务有效协同，数据有效整合；

——跨部门横向联通：与“我的宁

夏”App、“宁政通”App、宁夏 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打通融合、数据联通、业
务协同，推动建言资政更有效、凝聚共
识更广泛；

——强化数据服务支撑：建设决
策辅助体系，强化数据治理及应用能
力，为赋能新时代政协发展提供精准数
据支撑；

——引入智能化应用：通过将 AI人
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智能化技术融入
履职服务场景，提升委员履职精准性；

——延伸服务为民触角：构建灵活
多样、丰富有效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平
台，拓宽社会各界有序参与政协协商民
主渠道；

……
数字无言，行动有声。
为高效推进宁夏政协数字智能化

平台升级，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先后赴
山东省学习考察数字政协建设情况，
全区各级政协自上而下开展三轮走访
调研，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 12 场次，电
话征求意见建议 220 余人次，认真学习
借鉴全国各地数字政协建设的先进经
验，广泛采纳各方意见建议，精准对接
委员需求。

今年初，平台升级全面启动。短短
几个月，一个集协商、聚识、读书、办公、
宣传、党建、决策于一体的智慧政协平台
初步建成，基本实现了履职链条全方位
覆盖、履职流程全环节管理、履职主体全
方位参与的目标。

全方位升级 打造“15336+N”
智慧政协平台

“宁夏的优势是具有很多特色农产
品，且文旅资源丰富。但劣势也较为明显，
要做大做强，必须在科技、人才等方面实现
突破，而这些恰恰是港澳地区的强项。”前
不久，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强宁港澳交流合
作，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专题协商会，自治
区政协委员、自治区侨联副主席赵荣在线
上平台与线下参会人员互动交流。

此次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港澳
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充分利用宁夏政协

“履职通”App同步开展网络议政，不仅提
前在平台发布协商议题，上传相关政策
文件供政协委员和专家学习参阅，还通
过“线上+线下”方式开展协商议政。

网络议政作为政协协商民主的新形
式，有利于提升政协参政议政的能力和
效率，更好地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
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宁夏政协数字智能化平台构建增智
赋能和民声呼应系统，拓展委员联系界
别群众和社会各界有序参与政协协商的
渠道，党建引领系统打造集党员管理、理
论学习、党建宣传、党风廉政、党务工作
于一体的数字化党建平台，为政协党的
建设助力赋能，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政协
就在身边、委员离自己很近……

打开宁夏政协“履职通”App，智慧
提案、书香政协、线索征集、党建工作等
功能模块一一映入眼帘，全区政协最新

的活动和履职资讯更是一览无余。
自治区政协办公厅信息中心负责人

介绍，宁夏政协数字智能化平台总体架
构可以概括为“15336+N”，即打造 1个数
据中心；服务 5 类用户；覆盖电脑（PC）
端、数字高清大屏及手机移动端 3 种终
端；联通“我的宁夏”App、“宁政通”App、
宁夏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3个平台；
构建委员履职、增智赋能、民声呼应、线
上办公、新闻宣传、党建引领 6大应用系
统；“N”是根据履职需求拓展建设多个功
能模块。

提案智能撰写、智能审查、智能办
理……智慧赋能全面提升了提案工作质
效，这一点，委员的使用感受最有说服力。

“‘提案智能’系统太棒了！它不仅
帮助我检查提案内容是否完整、格式是
否正确，还提出修改建议，让我从提案工
作的‘门外汉’迅速成长为‘熟练工’。”自治
区政协委员、中卫市妇联主席刘淑梅说。

如何帮助委员提出高质量提案？智
慧提案系统实现提案“提、审、办”全链条
智能升级。提案智能撰写可以帮助委员
在撰写提案时，通过平台进行语义分析、
错别字校正、敏感词提醒、资料推荐，提
高提案质量。提案智能审查可以提供智
能化的并案辅助，将相似度高的提案进
行并案处理，提高提案审查效率。提案
智能办理则通过多维度对比分析历年提
案分类数据、办理单位职能匹配、历史交
办办理数据，对提案类型、办理单位进行
智能推荐。平台引入相似度对比及查重
机制，对同报信息精准识别、智能过滤，
有效解决了同反映人同内容的社情民意
信息由不同的报送单位“多头报”“重复
报”的问题。 （下转 02版）

“数智”加持 让委员乘“云”履职
——自治区政协数字智能化平台建设迈入2.0云时代

本报记者 孙振星

本报讯（记者 邓 蕾） 9月 14日，自治区政协 2024年
第 3次秘书长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站
位全国发展大局、黄河流域全局，结合实际不折不扣抓好
贯彻落实。要持续围绕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和污染
防治攻坚战、“四水四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六权”改
革等开展调研、视察，广泛凝聚共识，通过调研报告、提案、
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持续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言资政。

会议强调，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全面
总结了近年来政协机关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的经验成果，深化了对政协机关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要对
标服务好政协领导班子、政协委员、政协专门委员会、各级
政协和基层的标准要求，追求细节、精耕细作、精益求精，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要对标建设政治型、学习型、服务型、
高效型机关的标准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政协
机关自身建设，切实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下转 02版）

本报讯（记者 梁 静）为进一步密切自治区政协同县
（区）政协的工作联系，加强工作指导，增强工作合力，9月
10日至 11日，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重点围绕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及 2024年工作开展情况，
赴隆德县、泾源县政协进行实地走访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考察了泾源县香水社区民生议事堂、
隆德县政协郭丽娟委员会客室和陈伟荣委员会客室等，详
细了解县（区）政协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
况、委员会客室设立运行及制度建设情况。

调研组对隆德县、泾源县政协今年工作予以充分
肯定。希望县（区）政协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八次全会部署要求，在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围绕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等深
入开展多层次协商议政活动，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凝聚
思想和发展共识，为固原市加快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
和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作出政协贡献。要加强机关建
设，不断提升“三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服务保障人民政
协履职提供有力保障。 （下转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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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协2024年
第3次秘书长会议召开

密切指导联系
增强政协工作合力

自治区政协民宗委走访调研隆德县、泾源县政协

本报讯（记者 马 敏 束 蓉） 9月15日
至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香港
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考察团来宁夏
考察，围绕葡萄酒、枸杞、文旅等产业发展
实地调研，与相关部门推介座谈，并就建
立宁夏与香港多层次交流合作机制达成
共识。自治区政协主席陈雍参加活动。

考察团一行沿贺兰山东麓，先后来
到贺兰晴雪、贺兰红、志辉源石等酒庄，
深入百瑞源枸杞庄园、图兰朵葡萄酒小镇

项目区，参观闽宁镇和西夏陵遗址，实地
考察交流，并就宁夏相关优势产业国际市
场运营、地域优质品牌塑造、文旅产品宣
传推广等问题提出发展建议。梁振英对
宁夏严把枸杞产业质量安全监管、打造

“宁夏枸杞”优质品牌形象高度肯定，赞扬
宁夏做大做强葡萄酒产业体现了中国人
的志气。

梁振英指出，“一国两制”是我国独有
政治优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精神，香港各界
专业人士要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积极发挥作用，推动香港贸易优势与宁夏
产业优势更好结合，助力宁夏葡萄酒、枸
杞、文旅、中药材等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打
造品牌、提升附加值，助推宁夏特色优质
产品走进香港、走向世界。

陈雍说，梁振英副主席对宁夏很有感
情，非常关心宁夏发展，先后 8次带领香港

企业家、知名人士来宁考察交流，为推进
宁夏特色产业发展、深化宁港合作提供了
有力支持和帮助。香港是宁夏对外开放、
联通世界的重要窗口，要按照自治区党委
部署要求，精准对接香港所长和宁夏所
需，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创
新，建立宁港合作交流长效机制，为宁夏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和秘书长
曹志斌参加有关活动。

深化宁港合作交流 为宁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梁振英率“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考察团来宁考察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人们感受家

的温馨，体味亲情友情的相聚；有的人奔赴远方，享受假
日的惬意；还有的人为大家安心过节保驾护航……

赏月、吃月饼、玩花灯，团圆、相聚、祝福……全国各
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群众欢度中秋的热闹场景，诉
说着小家团圆、大家幸福、家国奋进的祈愿和追求。

最团圆夜是中秋

16日清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桥的G1202次列车
上，热闹非凡。

猜灯谜、做花灯。小女孩瑶瑶一边制作兔子花灯，
一边情不自禁朗诵关于月亮的诗句……这几日，中国铁
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在多趟列车上

举办庆中秋主题活动，为旅客介绍各地中秋节传统习
俗，让节日氛围感“拉满”车厢。

行李架上，月饼、红肠、巧克力……一份份沉甸甸的
“爱”，随着一声声到站提示，奔向团圆。

千里奔赴，南来北往，“最团圆夜是中秋”。
月饼，以月为名、以圆为形，饱含着团圆和思念的味道。
北京稻香村“零号寻宝馆”，这几天人头攒动，各类

点心月饼供不应求。
“近来门店每天客流量超过 1000人次，比平常翻了

一番还多，要不断补货。”店长陈天宝忙得脚不沾地。
五仁、豆沙、冰激凌、抹茶……不用为馅料之争而费

神，想吃什么馅的月饼都有。
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双合成食品店，店长高晓悦说，

今年他们结合地方特色， （下转 03版）

明月共此时 家国同奋进
——全国各地群众欢度中秋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
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凝聚亿万人民为
新中国发展不懈奋斗。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之路愈走愈宽广，为民族复兴积蕴更
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人民至上

2024年2月，北京人艺经典话剧《茶馆》
再次登上舞台。自1958年首演以来，这部北
京人艺的“看家戏”始终经久不衰、一票难求。

《茶馆》不仅深刻刻画出旧时代的黑
暗与痛苦，暗示了新世界对当时民众的迫
切性，更以诙谐幽默的京味儿语言展现不
同时代的风土人情和市井生活。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
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
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迈入
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文艺为人民，是
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读着《创业
史》，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心潮澎湃投
入建设大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听着
《在希望的田野上》，读着《平凡的世界》，看
着《渴望》，满怀热情投入时代洪流；进入新
时代，人们在电视剧《大江大河》、电影《流
浪地球》中，感悟一个大国的气度与创造。

75年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
精神文化需求，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
彩，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从《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

《天云山传奇》《庐山恋》，到《黄土地》《秋菊
打官司》《甲方乙方》《长津湖》；从《许茂和
他的女儿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白鹿
原》，到《繁花》《人世间》《雪山大地》……文
艺创作者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一系
列精品佳作回应时代主题和人民心声。

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极其短缺，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
55个、博物馆 21个。2023年末，全国共有
公共图书馆 3246 个、博物馆 6833 个。我
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为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撑。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自 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面

展开，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迅速兴
起。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
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9515亿元，文化服
务业支撑作用增强，文化新业态行业带动
效应明显。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
期待，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守正创新

1979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在
中国西北诞生。编创者们从敦煌莫高窟
的壁画和彩塑中寻找灵感，将千年前的文
化瑰宝编排成动人心弦的舞台作品。

今年 5月，《丝路花雨》迎来了首演 45

周年。这些年，《丝路花雨》常演常新，将
丝路风情与敦煌文化带到 40多个国家和地
区，向世界展示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75
年来，我国着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体系，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以自信开放的姿态
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华文化焕发
新的时代光彩。

薪火相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
脉——

不久前，“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
都城秩序的杰作”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
59项世界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领域不断拓宽，保护体系逐渐完善，保护
成效日益凸显，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目
前，我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058
处，较 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180处，增加了 20多倍；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557个，43个
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下转 02版）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文化发展成就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