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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周浩瀚本报记者罗斌文 /图

“太震撼了！在这些海报中，
我看到了对巴文化的致敬与创
新。设计师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
探索着巴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将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用色彩、形态
和文字，诉说着对巴文化的热爱
与敬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视觉
盛宴，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的力
量与魅力。巴文化作为中国传统
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
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历史底
蕴。”近日，“让世界看见巴文
化———巴文化国际海报设计邀请
展”开展仪式在达州市宣汉县罗
家坝遗址博物馆举行。在展览现
场，一位巴文化爱好者认真地看
着这一幅幅精彩的作品，情不自
禁地感叹道。

本次展览旨在传承和发展巴
文化，通过匠心独运的海报设计
作品展现巴文化的独特魅力，让
世界看见巴文化的绚丽光彩。四

川大学、成都大学、四川文理学
院、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成都烽
火数字科技集团等高等院校和专
业机构的领导、学者，宣汉县级有
关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以及各
级媒体记者共 100余人参加开展
仪式。
“此次邀请展筹备了近半年

时间，共向全球 150多位知名设
计师发出邀请，收到 170多件巴
文化主题海报作品。经过专家评
审筛选，最终有 77件作品进入本
次展览。”宣汉县文化体育和旅游
局副局长熊欧介绍道。
“长期以来，宣汉巴文化的研

究和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支持。2023年，全国首个巴文
化专题博物馆———罗家坝遗址博
物馆建成并正式开馆，成为区域
研学旅行热点，先后获评达州市
巴文化传习基地、达州市统一战
线教育实践基地，‘西南有巴国’

主题展陈荣获四川博物馆‘十大
陈列展览’精品奖，巴文化影响力
不断提升。”宣汉县副县长林兰忻
说道。

仪式上，四川文理学院美术
馆馆长邓旭对入选作品作了点评
推介；罗家坝遗址博物馆与四川
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签订巴文
化馆校战略合作协议。
“本次巴文化国际海报设计

邀请展通过艺术与文物的大胆
碰撞，展出了数十幅匠心独运、
惟妙惟肖的精美作品，体现出了
巴文化的多元化、独特性和创新
性，为巴文化领域带来了全新的
视野与启发。”达州市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副局长唐启兵讲道，
“这不仅展示了宣汉文化的发展
和成果，更是彰显了宣汉县深厚
的历史灵脉和人文情怀。希望通
过本次展览，进一步深挖巴文化
资源，努力把罗家坝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历史文
化传承地、科普教育地和文博展
示地，为达州建设全国巴文化高
地贡献力量。”

仪式最后，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商周所所长陈卫东宣布
“让世界看见巴文化———巴文化
国际海报设计邀请展”正式开展。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7月。共有 77件精选佳作跨域交
流，在本次展览中重点展出，展现
了巴文化的创造性魅力，体现了
艺术与文物的交融，让世界看见
巴文化。设计师们着眼于巴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通过动感色彩、丰
富形式与文字相结合，将罗家坝
遗址出土的文物器物及纹饰通过

设计师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巧妙地
展现出来，实现了文化的跨界创
新，让观众得以领略到不同文化
背景对巴文化的诠释与理解。

作为本次展览场馆的罗家坝
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首个巴文化
专题博物馆，是集社会教育、科研
考古、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文旅示
范基地，占地面积约 2.8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 1.2万平方米，以
“巴之眼”为创意主题，包括基本
陈列厅、文物修复室、文物库房、
社会教育中心、文创展示区、学术
报告厅及考古工作站等多个功能
分区。展陈面积约 3000平方米，
以“西南有巴国”为主题，分“揭秘
罗家坝”“寻踪觅巴国”“考古巴王
城”三个单元，展出罗家坝遗址出
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等
各类精美文物 500余件，包括水
陆攻战纹铜豆、狩猎纹铜壶和铜
印章等珍贵文物。自 2023年 4月
27日开馆至今，共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次，成为川东区域内旅游、
研学热点。
“巴文化国际海报设计邀请

展在此开展，是一次以巴文化为
主题的艺术盛宴，更是一场巴文
化的展示推广和国际交流，将为
让‘巴之眼’成为世界看见‘巴文
化’的重要窗口添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林兰忻表示，接下来，宣汉
县将积极抢抓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机遇，围绕达州市委“文化旅
游中心”建设任务，深入开展巴文
化综合研究，推进巴文化遗址多
元化保护和利用，持续叫响擦亮
“中国巴文化之乡”品牌，奋力建
设“全国巴文化高地”。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
缴，是指上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得清算的过程。”近日，巴中市平昌
县首期“青春讲堂”第一堂课正式
开讲。税务局青年业务骨干陈欢以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为主题，为全县的青年干部上了一
堂生动的税法宣讲课。

所谓的“青春讲堂”是共青团
平昌县委为全县青年干部量身打
造的一个展示才华、锤炼能力的
舞台。通过引导各行各业的优秀

青年干部走上讲台，从不同行业
视角为全县广大青年干部带来丰
富的视听享受，旨在通过实践提
升青年干部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
质。
“讲堂鼓励每一位青年干部

积极参与，踊跃上台分享心得和
经验，使青年干部真正在活动中
碰撞思想火花、增进彼此交流、拓
宽自身视野、锻造干事本领，为自
身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灵
感。”共青团平昌县委副书记杜丽

君表示。
据悉，自筹备“青春讲堂”项

目以来，共青团平昌县委坚持以
“线上+线下”“普发问卷+精准问
需”的方式，摸清青年干部“想学
什么”，统筹资源满足需求，实时
动态更新需求、分批开设课程、筛
选培育优质课程，每月单周举行，
采取“轮流讲述、现场互动、共同
探讨”的灵活模式。首期课程一经
发布，便在青年干部群体中引发
热烈反响。“‘青春讲堂’为我们这

些青年群体提供了提高综合素
质、提升业务本领、丰富文化生活
的新选择、好去处。”平昌县司法
局团委书记张玉芳表示。

接下来，共青团平昌县委将继
续加大“青春讲堂”项目建设力度，
坚持以强化创新思维、练就过硬本
领为目标，在师资力量、课程研发、
项目体验等环节上不断优化升级，
完善服务供给，引导和激励青年干
部在平昌高质量发展上留下奋斗
足迹。

近日，中建二局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在中国成都 SOS儿童村开展“爱与
饰界同行”主题活动。本次活动是以
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为契机，开
展的社会公益捐赠活动。活动举办地
中国成都 SOS 儿童村隶属于成都市
民政局，于 1997年建村，为公益一类
事业单位，负责收养四川地区孤儿及
民政部门委托代养的困境儿童，为其
提供替代家庭服务。该公司成立攻坚
青年突击队，组建施工队伍，对墙面
进行粉刷装饰。为了提供更加舒适的
学习氛围，该公司还在培训楼墙面安
装亚克力板，作为孩子们书法、绘画
等作品的展示栏，同时也使培训楼更
加美观。

活动中，该公司领导与孩子们共
同在墙上画下儿童村全景图，并成立

“爱心驿站”，建立长期的定点帮扶合
作机制，将这份温暖与关怀持续传递
下去。同时，儿童村村长也为该公司赠
送了“爱心单位”感谢牌，感谢他们的
爱心，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活动最后，该公司为孩子们发放
了书包、篮球、足球、羽毛球拍、乒乓
球拍、跳绳等学习文体用品，希望他
们能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将来回馈
社会。
“爱与饰界同行”主题活动由该

公司于 2013年发起，先后在北京、四
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地区和特殊教
育学校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累计捐款
100余万元以及其他爱心物资、慰问
品。公司长期从事社会公益活动，践
之于行、积厚于企，不忘初心，努力回
报社会的支持。 周萌

达州市开江县普安镇卫生院：
以学促干强本领 提升能力促发展

为认真贯彻落实开江县委“立壮
志、拼荣光”决策部署，根据县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及年度工作
计划，进一步提升全体职工业务素质
和服务能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近日，达州市开江县普安镇
卫生院召开“学业务、强本领、促发
展”活动业务学习培训会（第一期）。
会议由院长刘勇主持，全体干部职工
参加培训。

会上学习传达了开江县卫生健
康局“立壮志、拼荣光”业务学习暨
“健康开江”微课堂第五期培训会会
议精神，宣读开江县普安镇卫生院关

于印发《开展“学业务、强本领、促发
展”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系列培训
课程涵盖党建、医疗、公共卫生、安全
等多个方面，力求全方位提升参训人
员的能力素质，切实做到学有所思、
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下一步，普安镇卫生院将牢牢
把握“学业务、强本领、促发展”的总
要求，以“医在开江，健康田城”为目
标，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进一步提
升卫生健康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服务
质量，助力健康开江建设，为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
服务。

□程西本报记者丁明海文 /图

推动预防接种发展
谱写便民惠民篇章

“爱与饰界同行”携手共赴未来

加大接种和监测力度
筑牢全民免疫屏障

通过加强常规免疫接种监测、抓
好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重视疫
苗查漏补种等一系列措施，疫苗接种
服务贯穿全生命周期，各种疫苗针对
的传染病发病率大幅下降，部分降至
历史最低。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查询，开江县已连续 20余年
无脊髓灰质炎病例和白喉病例报告，
连续 3年无乙脑报告，连续 14年无
新生儿破伤风病例报告，麻疹发病率
控制在 1/10万以下。

加强门诊规范化建设
提高门诊服务效率

持续完善预防接种门诊软硬件
设施，实现了全县预防接种门诊从规
范化向数字化、智慧化跨越。目前，全
县共设置儿童预防接种门诊 24 家、

成人预防接种门诊 24家、产科接种
门诊 5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
23家，基本构建 20分钟预防接种服
务圈，实现接种更便捷、环境更温馨、
服务更规范，成功创建一家 5A级、两
家 4A级预防接种门诊，群众预防接
种满意度大幅提升。

强化宣传教育力度
提高疫苗接种意识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
及疫苗知识，通过进社区、进乡村、进
校园、进企业等形式，利用公众号、宣
传栏、电视台等多渠道广泛宣传疫苗
相关知识，帮助群众了解疫苗的作
用、接种流程和注意事项等，引导群
众理性、科学、自愿接种疫苗，提高群
众对疫苗的认知度和信任度，筑牢群
众健康防线。2023年共发放宣传单页
5.5 万余份，宣传品 1800 余份，受众
7500余人。

□王小雪本报记者丁明海文 /图

预防接种是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我国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达州市开江县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以规范防范接种服务为重点，以接种单位规范化管理为抓手，以免

疫规划信息化为依托，全面提升预防接种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77件巴文化国际海报设计佳作亮相宣汉

让世界看见巴文化

巴中市平昌县：
“青春讲堂”为青年发展“充电赋能”

□王娇娇本报记者丁明海

优化网格划分 居民更舒心

南街社区精心选配基层队
伍，将“人”作为串联各个网格
最重要的“线”，坚持人熟、地
熟、情况熟的选人用人基本原
则，结合社区实际情况，因地制
宜，将南街社区按片区划分为 8
个网格，3个专属网格，28个微
网格。由社区支部书记担任网
格长，4名社区包联干部担任微
网格长，每人负责 2个网格。8
名社区“两委”成员担任网格管
理员，择优选配有热情、会干
事、善学习的微网格员 28名，

每个网格配备警务人员 1 名，
实行“一网一格一警员”点对点
服务，通过缩小网格范围，使网
格管理更加精准，实现人、地、
事、物、组织一张网管控，推动
基层治理所有要素入网、所有
事务进网，实现“一网兜底大小
事”，确保了基层网格的优质高
效运行。

每日巡查打卡 服务更走心

坚持从“微”处着手、在
“实”处发力，建立“四级联动”
机制，齐抓共管，逐级上报。通
过干好群众身边事，积极收集

问题清单、了解民生需求，建立
网格员定期走访入户机制，建
立问题台账，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萌芽状态，化解在网格之中。
做到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网
格。积极推动宣传“净土阿坝，
平安微治理随手拍”微信小程
序，倡导辖区居民及时将社区
存在的治理问题、安全隐患和
收集的群众建议，通过随手拍
微信小程序系统上报，成为社
区治理的移动“摄像头”；而且
上报可得到红包奖励，形成人
人都是网格员、全民参与社区
发展治理的良好氛围。

线上线下双管 办事更省心

每个网格建立独立的微
信群，确保信息上传下达通
畅，线上线下同时发力。网格
管理员牵头建立网格内住户、
商户等人员的微信联络群 4
个，加强与群众和社会力量的
沟通联系，采集基础信息 2297
人次。同时利用红白喜事、组
织活动等宣传政策法规 32
条、排查安全隐患 6 次、化解
邻里矛盾 6 起、代办公共服务
50多次，用实际行动担起了群
众的大小事。

阿坝州松潘县：
织密社区“小网格”精准服务“大民生”

□张俊华苏玥汪子娟本报记者高明山文 /图

近年来，为进一步做实网格化治理，打通
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构建“共治共享”的
“微网实格”治理体系，阿坝州松潘县进安镇扎
实推进微网实格工作，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
化为“满意清单”，通过“小网格”把为居民办实
事、办好事落到实处，服务基层治理“大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