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陵江镇干部入户开展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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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雨雪天气来袭，气温骤降。四
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各级各部门把群众冷暖
安危放在心上，采取实物救助、隐患排查、走
访关爱等多种有力措施，为困难群众兜底解
忧，保障他们安全温暖过冬。

陵江镇：
三个“加强”保障辖区群众安全过冬

连日来，陵江镇密切关注低温雨雪天
气，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和隐患排
查整治，落实三个“加强”，保障辖区群众安
全过冬。

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入户走访。确定“主
要领导抓全面、分管领导抓具体、驻村干部
抓落实”的三级责任体系，分城区、城郊、江
南和回水四大片区开展探视走访和关爱服
务活动。提醒辖区居民注意雨雪天气个人出
行安全，同步开展冬季安全用电、用火等宣
传。自 1月 22日以来，该镇已走访群众超
200户，居家安全知识宣传超万人。

紧盯两个关键，加强风险防范。抓住交
通运输和建设施工两大关键，开展辖区道路
隐患排查和车辆劝导纠违工作，及时组织人
员清运道路堵塞物，在危险路段劝导来往车
辆和行人绕行。加强建筑领域施工情况巡
查，督促高空、户外作业人员避开大风天气
作业，做好防风加固工作。截至目前，该镇已
开展 80余次道路安全文明劝导，巡查建筑
领域施工情况 10余次。

兜住民生底线，加强物资保障。主动发
现救助需求，积极对接县财政部门加大资
金调度力度，整合各行各业资金和慰问物
资，采取现金救助和实物救助相结合的方
式，及时解决困难群众温暖过冬面临的临
时性、急迫性困难，合力确保困难群众温暖
过冬。截至目前，该镇已为困难群众送去
55 床棉被、22件棉衣，下发冬春救助资金
约 92万元。
为积极应对寒潮天气，确保困难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五龙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多
措并举，全面开展困难群众温暖过冬走访排
查活动，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全面安排，部署到位。第一时间转发寒
潮天气预报，并及时下发各村做好寒潮天气
应对工作通知，明确各职能站所、各村工作
职责，压实责任、全面排查。全镇上下牢固树
立底线思维，细化各类安全防范工作措施，
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将广大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牢牢抓在手上。

突出重点，扎实走访排查。由各联系村
（社区）班子成员牵头，全覆盖对辖区内低保
对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生活困
难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进行摸底排查。及时了
解困难群众生活状况和过冬取暖需求，分类

建立救助需求工作台账，制定救助措施，及
时落实救助政策，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关注、
早救助，确保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强化措施，及时帮扶救助。充分发挥领
导干部联系困难群众制度、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协调机制等作用，针对困难群众统筹
开展集中入户走访慰问，对发现慰问对象基
本生活存在困难的，及时给予救助帮扶。截
至目前，共走访帮扶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独
居空巢老年人、计生特扶人员、孤儿和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等困难群体 134人，累计发放
棉被 50 床、棉大衣 10 件，米面 56 袋，食用
油 24桶，共计救助困难群众 124户 243人，
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过冬实际困难。

深化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坚持将宣传
引导作为预防事故发生、推动长效管理的重
要抓手，充分利用微信群、村（社区）宣传栏、
入户走访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安全用电、用
火、取暖生活常识，切实增强了群众安全意
识，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月山乡：
全面排查摸底分类建立人员台账

月山乡积极应对雨雪低温天气影响，多
措并举保障群众安全过冬、温暖过冬。

全面排查摸底。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
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询问等方式对患病、残
疾、低保、特困对象进行一轮全覆盖排查，详
细掌握困难群众生活现状、住房保障、取暖
安全及过冬物资储备情况，并分类建立人员
台账。

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村村通”广
播、LED显示屏，在村（社区）、重要路口悬挂
标语横幅，深入学校、敬老院、社区开展安全
教育，入户走访宣传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
宣传安全过冬知识。通过全方位宣传教育，
进一步增强了困难群众安全用火、用电等常
识，提升了困难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救
护能力。

加强救助储备。创新民政救助方式，突
出临时救助“救急难”的特点，开通电话热线
等网络救助平台，畅通救助诉求渠道，统筹
开展困难群众调查摸底，加强各站所沟通衔
接，避免遗漏救助和重复救助，完善救助台
账，统一标准，统一救助；积极筹措资金，集
中采购一批棉被、棉衣、大米、菜籽油等救助
物资，解决冬季困难群众的实际困难；加强
对苗头性、倾向性、预警性信息的收集汇总
和分析研判，做好应急救助准备，确保发生
紧急情况后，能够及时妥善安置。

浙水乡：
防止低温冻害影响种养殖经济效益

为应对寒潮降温等自然天气，浙水乡多
措并举 ，积极做好应急防范准备，全力以赴
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关注重点困难人群。组建乡村应急宣讲
队，进村入户普及防寒保暖知识，增强群众
的自我防护意识。针对监测户、脱贫户和“一
老一小”等特殊困难群众做到户户见面，及
时了解其需求。同时，广泛发动党员干部和
热心群众参与“照料独居老人行动”。截至目
前，签订《邻里照料协议》14份，发放棉被 28
床、棉衣 42件。
抓好农业生产生活。加强农业生产资料

储备，农技人员上门为辖区内种植养殖大户
宣讲技术知识，协助做好疏通排水沟、加固
大棚及畜舍保温防风等防范措施，有针对性
地保障苍溪梨、柑橘、藤椒、食用菌、桑蚕等
经济作物和鸡、牛、羊等动物的保温保暖工
作，防止低温冻害影响经济效益。

强化隐患排查整改。严格落实 24小时
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工作调度和信息预警预
报。及时排查辖区交通道路结冰和高空作业
情况，重点关注大风天气对森林防灭火、船
舶安全、铁路线路、输配电线路等领域产生
的不利影响。截至目前，及时发现并排除安
全隐患 7处。

1月 30日，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公山镇河边的秦巴高速公路和
G244国道公路上，来往车辆在畅通无阻地快速行驶。

近年来，南江县持续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生态路、
旅游路、产业路等富民工程，形成“铁路＋高速＋国道＋县乡村道路”
的立体交通网络，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特约记者肖定怀摄

新春走基层

交通路网助力乡村振兴
驶上“快车道”

广元市苍溪县：
奔走忙碌一线 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1月 30日，四川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晖主持召开四
川省委推进体育强省建设座谈会。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把发展
体育事业摆在全省工作重要位置来
抓，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
产业协调发展，一步一个脚印扎实
推进体育强省建设，更好造福人民
群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出
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成都市
委书记施小琳出席。

座谈会召开前夕，王晓晖专程
前往成都市调研体育事业发展情
况，来到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太平寺
校区、成都拟合未来科技公司、锦城
湖公园运动主题园区等，详细了解
加快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智能科技
赋能体育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
户外休闲运动场景营造品牌打造等

情况，并听取成都市建设世界赛事
名城工作情况汇报。座谈会上，副省
长杨兴平汇报四川省推进体育强省
建设工作总体情况，省体育局、省教
育厅有关负责同志汇报相关工作情
况；陈科、芦俊超、王思中、舒为平、
冯喆等体育企业、体育高校负责人
和体育界人士代表先后发言，对推
进体育强省建设提出意见建议。

认真听取发言后，王晓晖作了讲
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发展体育事业作出一系列
重要论述，系统阐明了新时代体育
发展的战略定位、工作格局和重点
任务，为我们推进体育强省建设提
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特别是
去年成都大运会成功举办，总书记
亲自出席开幕式并开展一系列主场
外交活动，以成都为窗口向全世界
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极大提升了四川和成都国际影响力

和美誉度，这是四川体育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四川省体
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正面临难得
的战略机遇。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深
化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到体育是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幸
福事业也是朝阳产业，是展示文化
软实力、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
要平台，对筑牢自信自立根基、提高
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不可替代，要
切实把建设体育强省作为新时代治
蜀兴川的一件大事来抓。

王晓晖指出，要进一步完善思
路举措，全力推进体育强省建设不
断取得新成效。当前，四川体育发
展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正处于
体育大省向体育强省乘势迈进的
关键阶段。要加快补齐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短板，大力推进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全面提高场地设施综合利
用效能，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

次的健身需求。要全面加强青少年
体育工作，坚持体魄与人格并重、
体育与教育融合、文化学习与体育
锻炼协调，提高学校体育教育质
量，支持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完善
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多措并举促
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要着力推
动竞技体育突破性发展、整体性提
升，不断提高训练基地现代化水
平，大力培育引进体育拔尖人才，
强化体育与科技深度融合，努力增
强体育强省建设的“硬核”力量。要
强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发展体育制造业，充分挖掘体育
消费潜力，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
实现四川省体育产业追赶跨越。要
持续打造具有影响力和美誉度的
“四川赛事”体育品牌，系统总结大
运会办赛经验，进一步优化赛事格
局、提升赛事品质，创造条件申办
更多高端赛事，创新开展群众性体

育赛事，大力发展职业体育赛事，
加快建设体育赛事强省。
王晓晖指出，推进体育强省建

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和全民性
的重要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为体育强省建设提供更加坚实
的支撑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健全推进体育强省
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推进
体育强省建设上形成合力。要强化
政策支持，努力为体育事业发展创
造更优环境、提供更好保障。要增强
改革动力，着力破除制约体育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营造良好氛围，
让人人参与体育、人人支持体育在
巴蜀大地蔚然成风。

黄强指出，要深入学习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体育
大省担当，牢固树立“大体育”观，把
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乘

势而上、再创佳绩，加快建设新时代
体育强省。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
快补齐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较低等短
板，打造品牌性群众赛事，强化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精心办好 2024
年“汤尤杯”，筹备好 2025年世运
会，并以赛事促招商引资、促项目落
地、促城市提质，通过改革创新更好
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挖
掘潜能，丰富消费形态、打造体育消
费新场景，发挥四川独特优势、打造
特色体育消费项目，积极抢占新赛
道、做大做强体育制造业，推动体育
产业实现更大发展。要防范风险，坚
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维护赛
风赛纪红线，切实守牢体育安全底
线。

四川省领导陈炜、郑莉、郑备，
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驻川单位
负责同志参加座谈或调研。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张立东李淼）

王晓晖主持召开四川省委推进体育强省建设座谈会强调

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体育强省建设
更好造福人民群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黄强讲话 施小琳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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