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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事社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邵杰 通讯
员 王世博）为了提高辖区居民的法律
知识水平，营造良好法律氛围，日前，
铁东区司法局黄土坑司法所组织工作
人员到黄土坑街国测社区海银花园小
区开展“法律进小区”宣传活动。

活动中，司法所工作人员向居民
发放《民法典》《禁毒法》等宣传资料，

讲解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
识，引导社区居民遵纪守法，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同时对居民提出一些
法律问题进行解答。

铁东区司法局黄土坑司法所负
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普法教育宣传
工作，提升居民法律责任意识，营造
良好的法治氛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崔
圣驰）近日，铁西区北沟街道
北沟社区党员“初心”志愿服
务队开展“探访独居老人 温
暖传递人心”的主题活动。

活动当天，志愿者们来到
独居老人张奶奶和李奶奶家
里，对两位老人嘘寒问暖，了
解老人心理健康及身体状况，
并向二位讲解夏季保健知识
和养生小常识。叮嘱老人若
在生活中遇到迫切需要解决
的 实 际 困 难 ，及 时 向 社 区 反
映，社区将尽最大努力给予帮
助 。 随 后 ，对 老 人 家 中 的 插
座、电线、天然气阀门等进行
了全面检查，发现老人家中电
线有老化后及时联系更换，同
时宣传正确用电、用气方法和
相关注意事项及发生火灾后

如何报警、如何逃生自救等安
全知识，增强老人的安全意识
和自救能力。

社区志愿者说：“独居老
人 十 分 欢 迎 我 们 的 探 访 ，感
谢 社 区 对 他 们 的 关 怀 与 温
暖 ，我 们 也 会 耐 心 倾 听 老 人
的诉求，真心关爱、陪伴这些
独居老人。”

社区负责人表示，通过探
访活动，使独居老人感受到社
区的温暖，在志愿者中传承扶
老助老、关爱困难群体的优良
传 统 。 北 沟 社 区 将 结 合“ 初
心”志愿服务和党建联盟，引
导党员志愿者们参与社区治
理、参与社会实践，持续走访
独居老人和困难群体，为他们
带去欢乐，把尊老爱老的传统
美德传承发扬下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
莉）为了增强社区居民的法律
意识，提高群众学法、知法、守
法、用法能力，6 月 14 日，铁西
区地直街西园社区开展了普
法进社区活动。

活 动 邀 请 了 市 委 党 校 政
法 部 老 师 、法 学 教 授 苑 海 森
结合《民法典》规定及案例对
社 区 干 部 群 众 进 行 细 致 宣
讲 。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贴 近
生活的真实案例引发了群众
的 关 注 和 浓 厚 的 兴 趣 ，与 居
民 开 展 互 动 ，耐 心 解 答 大 家

提出的疑问。
社 区 负 责 人 表 示 ，通 过

此 次 普 法 宣 传 活 动 ，推 动
“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实 践 活
动 走 深 走 实 ，增 强 群 众 的 法
律 意 识 ，引 导 居 民 群 众 学
法 、守 法 、懂 法 、用 法 ，促 进
社区和谐稳定。社区将持续
引 领 干 部 群 众 自 觉 把《民 法
典》作 为 工 作 生 活 的 法 律 指
南 ，增 强 法 治 意 识 ，立 足 职
责 定 位 ，营 造 遵 法 守 法 、用
法 护 法 的 良 好 法 治 氛 围 ，更
好地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
莉 通讯员 郝悦彤）为 更 好
地 关 爱 百 姓 身 心 健 康 ，进 一
步普及健康知识，近日，铁西
区英雄街丰茂社区联合英雄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在 铁 东
区红石榴广场开展高血压等
常见病预防知识咨询活动。

活 动 中 ，英 雄 社 区 卫 生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居民讲
解 了 高 血 压 、糖 尿 病 、心 脑
血 管 等 几 种 常 见 疾 病 的 症
状 、并 发 症 和 预 防 方 法 ，同
时 ，指 出 生 活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一 些 误 区 ，提 出 合 理 养 生 和

保 健 的 建 议 ，呼 吁 居 民 要 从
自 我 做 起 ，培 养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做 自 己 的 保 健 医 生 。
居民纷纷就自身情况向医生
咨询高血压等常见病的相关
问题，医生逐一耐心解答。

丰 茂 社 区 负 责 人 表 示 ，
通 过 此 次 活 动 ，居 民 进 一
步 了 解 常 见 病 的 防 治 知
识 ，强 化 对 常 见 病 的 防 治
意 识 。 居 民 纷 纷 表 示 ，要
养 成 良 好 的 生 活 方 式 ，对
常 见 病 做 到 早 发 现 、早 预
防 、早 治 疗 ，为 自 己 和 家 人
的 身 体 健 康 做 好 预 防 。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冬
雪） 6月14日，第20个世界献血
日当天，市中心血站、市红十字会
联合举办了“捐献血液，分享生
命”主题宣传活动。

在吉林师大博达学院，市中
心血站工作人员在校园向大学生
们宣传献血的社会意义，号召
青 年 学 生 积 极 投 身 到 献 血 活
动 中 来 ，用 青 春 之 血 守 护 生
命 。 青 年 学 子 们 用 实 际 行 动
诠释无私大爱，在市中心血站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们进行
登记、体检、化验、采血，井然
有序，总计成功献血 155 人次，
献血量达47100毫升。

在铁西区步行街献血屋，通
过发传单、展板展示、发放宣传
手册、无偿献血健康咨询、免费

测量血型血压等方式，宣传无
偿献血知识，呼吁广大市民加
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

团市委相关人员表示，青年
朋友们用鲜血传递爱心，用行
动诠释责任，用奉献展现了新
时代新青年的勇于担当，团市
委将持续组织团员、志愿者等
青年群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用热血传递温暖，用爱心传递
力量。

据统计，我市已累计献血
8100 人 次 ，创 历 史 新 高 。 市
中 心 血 站 站 长 傅 健 对 所 有 参
与 献 血 的 人 表 示 感 谢 ，希 望
能 有 更 多 爱 心 市 民 加 入 到 无
偿 献 血 队 伍 中 来 ，捐 献 可 以
再 生 的 血 液 ，挽 救 不 可 重 来
的生命。

演出团队先后走进12个村，充满激
情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
看，让观众们连连叫好。

县文化馆为这次系列送文艺下乡
进行了精心准备，节目多种类多，主题
鲜明，充满正能量。12 日，在康平街道
八里庙村，演员们为村民献上舞蹈《走
在幸福的大道上》，评剧《小白杨》、原唱
歌曲《农嫂进城》、二人转《回杯记》选
段、藏族舞《再唱山歌给党听》、单出头

《老戏迷》、小品《撵爹争爹》、独唱《如今
的日子就是美》、舞蹈《梨花情》、民歌小
调联唱《看秧歌》……一个接一个精彩
节目赢得了众乡亲们的热烈掌声。坐
在记者身边的李大爷高兴地说：“演的

真挺好，特别是二人转的俩演员，唱的
字正腔圆！”旁边的李大妈接过话茬说：

“刚才那个小品演得带劲儿，有这样的
演出，看得过瘾。”

“自编自演为民把戏送，身边人演
身边事生活气息浓，讲好咱梨树美好的
故事，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县
文化馆所属山鹰艺术团团长杨剑英说：

“表演唱《农嫂进城》是结合现实生活作
词，参与作曲和表演的原创作品，反映
家乡新面貌，讴歌黑土地，赞颂梨树模
式，展示群众文化的魅力，既接地气，又
让观众一听就懂。”

梨树县文化馆负责人董连江表示，
这次送戏下乡巡回演出，采用广大农民

喜闻乐见的歌曲、舞蹈、小品、二人转等
文艺形式，将各种优质文化资源延伸到
农村基层，让文化艺术与时代同行，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倡导社会文明，陶冶
情操，文化惠民，增加广大农民群众的
幸福感和满足感。

市民与青年大学生积极献血奉献爱心

文化惠民进万家 文明实践助振兴
梨树为12个村送12场文艺演出

探访独居老人
关爱困难群众

北沟社区“初心”志愿服务队倾听老人心声

普及法律知识
增强法律意识

西园社区请法学教授为民讲法

普及健康知识
关爱群众身心健康
丰茂社区为居民普及常见病预防知识

血站工作人员在为青年学生采血血站工作人员在为青年学生采血。。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王冬雪 摄摄

铁东区黄土坑司法所开展
“法律进小区”宣传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鸿）6月10日至12日，由梨树县委宣传部和县文
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梨树县文化馆承办的“文化惠民进万家 文明实践
助振兴”文艺系列专场演出激情上演，3天内为3个乡镇（街道）的12个村举办
12个专场演出，舞蹈、独唱、二人转、小品等精品曲目倾情奉献，唱响时代旋
律，弘扬社会新风，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

世界献血日

市红十字海上虎志愿
服务分队队员走上街头开
展献血日宣传。

全媒体记者
刘莉 摄

（上接一版）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施政理

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
奋斗目标连贯一致；

对厚德载物、讲信修睦的不懈追
求，为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

传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中华
民族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的文化基因清晰呈现。

因中华文明而拥有深厚底蕴的中国
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沿着这条路，中国精神焕发新的时
代光芒，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拥有了更为
主动的精神力量——

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
记走进绿树婆娑的北大校园，在同师生
座谈时郑重指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
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
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
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
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
相适应。”

“富强、民主”连通“民以殷盛，国以
富强”“民为贵”的质朴理想；

“爱国、敬业”汲取“丹心报国”“天
道酬勤”的精神追求；

“诚信、友善”吸收“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代
智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
传统文化内涵创造性凝结于核心价值
观中，并使其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
在、无时不有，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凝
聚起磅礴精神力量。

“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
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
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中华文明再次来到新的发展关口。

新征程上，继续走好自己的路，就
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
立自主。

四川眉山，三苏祠。2022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实地考察。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
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总书
记深有感触地说。

从文化自信，总书记又谈到道路自
信：“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文明
历史的深厚底蕴，我们带领人民走的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发展中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望来时路，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
明风韵……中华文脉如浩浩江河，滋养
泱泱华夏，为中华儿女坚定文化自信筑
就坚实基础。

向新征程，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日益走进人们心中，文化
自信在亿万人民心中不断升腾。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
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014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习近平总书记对文明传承与创新关
系的阐释，浸润着深沉思考。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创新精神。
哲学家冯友兰曾写道：“盖并世列强，虽
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
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当北京冬奥会在二十四节气倒计

时里迎来惊艳开端，以“折柳”寄托惜别
怀远之情，赓续五千多年的中华文脉汇
入新时代澎湃洪流；当“北斗”闪耀、“嫦
娥”奔月、“祝融”探火，古老传说因科技
创新成为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
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
理论和制度创新。

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中华文
明必将绵延不绝。

新征程上，继续走好自己的路，要
做到居安思危，坚持底线思维。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
治未乱”“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历
经磨难依然成长壮大、饱受挑战依旧生
生不息，始终保有忧患意识，是中华文
明绵延数千载而不断绝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机遇
期，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唯有
不断强化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与安
全，才能有效驯服“灰犀牛”、切实防范

“黑天鹅”，推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凯歌而行，不以山海为远；乘势而

上，不以日月为限。
2023年5月，中国与中亚五国领导

人“长安复携手”。在赠送给中亚国家
元首的礼品中，有一件“何尊”。西周何
尊铭文“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迄今
发现的最早来源。

从青铜之韵，到汉唐气象，再到今
天的大国风范，一个文明悠长、日新月
异的中国，正坚定走在自己开辟的大道
上，精神昂扬。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