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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1日，由四川省华蓥市文联主办、群众舞蹈协会
承办的“灵蛇庆新春，欢乐闹元节”群众文艺演出活动在
华蓥山广场举行，车幺妹、打连厢和舞龙、舞狮等充满地
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节目吸引不少市民观看，在喜气洋洋
中迎接元宵佳节。

迎元宵 年味浓

日前，在新疆霍城县水定镇
社火排练现场，击鼓、舞龙、舞
狮、舞蹈、秧歌等社火展演排练
正在火热进行中，演员们热情高
涨，神采飞扬，举手投足间都透
露出对社火表演的热爱。整齐的
舞步，不断变换的队形，一招一
式无不展现出霍城人民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

霍城县水定镇社火表演队
队员阿卜杜合力力·阿卜杜萨拉
木说：“能够参与这次社火表演
当中，感到特别自豪。希望通过
精彩的表演，给群众带来欢乐的
节日气氛。”

在排练现场，除了传统的社
火项目外，水定镇的社火表演还
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在秧歌表
演中，队员们巧妙地将现代流行
音乐与传统秧歌音乐相结合，让
传统秧歌焕发出新的活力；在舞
龙舞狮表演中，队员们通过创新
动作设计，让龙狮的舞动更加灵
动逼真，展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完
美融合。

霍城县水定镇文化站站长
吾英说：“为了迎接元宵的到
来，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我们每天都进行多次的排练，
就是为了让每个动作都更加标
准、更加规范，把水定镇人民的
精神面貌展现出来，让大家过
一个欢乐、难忘的元宵节。”

霍城县水定镇党委委员、
宣传委员麦丽旦·克力木表示，
社火展演是元宵节的重要文化
活动，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希望
通过精心组织和排练，为辖区
的人民送上一场接地气、聚人
气、扬正气的文化盛宴，让大家
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凝聚团结奋进的力量。

目前，霍城县各乡镇（中
心）、各单位社火展演队在元宵
节为各族群众呈现出一场精彩
纷呈的视觉盛宴，让全县人民深
刻感受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魅
力和风采。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们赏花灯、体验非遗；在渝乐小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铜梁龙舞的火龙表演正精彩上演，现场热闹非凡，人们以此庆祝元宵佳节的到来。

据介绍，重庆铜梁火龙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中华第一龙”。铜梁火龙以
铁水打金花，在舞动过程中形成一片立体火阵，场面壮观、惊险奇特。在演出现场，四处火树银
花，欢呼声、掌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观众在热闹红火的氛围中迎接元宵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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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高明山范佩雯记者李鹏飞）2月 11日，记
者从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获悉，近年来，罗江区景乐社
区将数字治理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采用“数字+自治”
“数字+服务”“数字+整合”模式，实现社区治理效能与居
民生活质量双提升。

“数字 +自治”提升参与积极性

充分利用议事广场、活动室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打造 15分钟便民生活圈，借助“好德行”、微信群等渠道
搭建居民互动交流网络，强化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
同感；坚持党员先锋引领，以党总支为核心，形成支部引
领、党员担当、群众参与的治理思路，党员干部带头学习
推广“好德行”等数字工具的使用，目前已有 400余名居
民入驻平台；运用“好德行”“德政通”“网格 e通”等数字
工具，优化工作流程，及时发现、快速上报、精准处理社
区问题 200余个，利用网格高效执行，网格员已逐步成
为社区与居民间的“前沿哨兵”与“民意桥梁”。

“数字 +服务”提升社区凝聚力

发挥社区主体作用，借助“好德行”居民说事板块，
常态化收集辖区不同群体需求，丰富社区服务供给；组
织持证社工通过走访调研深入了解社区现状，梳理社区
问题及资源清单，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截至目前，共培养
持证社工 6名，其中中级社工师 2名。利用线上“好德
行”+线下公示栏，明确资金用途，强化财务监督管理，对
社区所有财务信息进行每季度公开，营造风清气正的清
廉氛围。

“数字 +整合”激活社区活力

主动联系辖区 36家行政单位、20余家商户，建立
常态联动关系，采用项目共推、活动共建、服务共享等方
式，为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发挥社区邻里乡亲互助会
主体作用，架起困难家庭和爱心邻里间的爱心输送通
道，累计接受捐赠 32417元，精准帮扶居民 15人，成立
的 22支邻里互助队，为孤寡老人、困难群众提供劳动支
持和精神慰藉服务超 2000余次。结合党员志愿者、巾帼
志愿者等 22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
资源，开展多样化志愿服务活动。据了解，目前景乐社区
现有注册志愿者 1150人，服务超 5000人次，累计积分
3.4万分。

据了解，2024年，罗江区景乐社区获得四川省农业
农村厅颁发的“川善治”千村激励计划“一呼百应奖”、德
阳市数字治理先进社区等多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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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出台 10条措施支持
光伏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

近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举行新年首场政策解读会，就日前
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等
8个部门印发的《关于支持光伏制
造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进行解读。

会议指出，四川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光伏制造业发展，明确以
光伏制造业作为新能源产业链的
核心，协同推动产业链建圈强链，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光伏产业
基地。截至目前，全省已形成硅料、
硅片、电池片、组件、光伏发电系统
及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通威、协
鑫、天合光能等全球前 10强的光
伏企业已有 6家在川投资，多晶硅
产量占全国 20%，电池片产量占
全国六分之一，光伏产品综合产能
居全国前 3位。

为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
升级，增强四川光伏制造业竞争优
势，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省委、
省政府研究出台《若干措施》。《若
干措施》共计 10条，主要包括着力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加快拓展光伏
产品示范应用、持续提升光伏制造
业竞争力等 3个方面。

着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
用能成本，鼓励市（州）加大绿色低
碳优势产业用能支持。降低融资成
本，鼓励金融机构合理降低存量贷
款利率，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贷款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存量贷款
“应延尽延”、新增贷款“应贷尽
贷”。降低用工成本，支持企业稳定
就业岗位，未裁员或少裁员的企
业，可按国家统一部署申请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
加快拓展光伏产品示范应用。

加快光伏电站建设，加快推动“三州
一市”集中式光伏发电基地、电网通
道建设，大力推动屋顶分布式光伏、
市政工程光伏、旅游驿站发展，力争
2025年底前新增分布式光伏装机
规模 200万千瓦以上。推动算电融
合发展，实施“绿电聚合供应”新模
式，加快布局建设绿色算力设施。因
地制宜建设光伏通信基站，鼓励建
设光伏储能一体化通信基站。建设

绿色能源产业园区，建设“光伏+制
造业”试点示范项目。

持续提升光伏制造业竞争力。
补齐产业短板，推动链主企业布局
建设光伏组件重大项目。发挥政府
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作
用，投资重大光伏制造业项目。强
化技术创新，推动组建新能源材料
产业创新平台，重点对钙钛矿、碲
化镉、XBC电池关键核心技术、重
大技术装备等开展产业链协同攻
关、中试验证。推动绿色制造，积极

创建绿色工厂、零碳工厂并给予资
金支持。支持金融机构将产品碳足
迹核算作为绿色金融服务的重要
采信依据。

会议指出，下一步，四川省将
全面推进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加力
推动企业稳生产、提质效、扩规模、
拓市场，加快推动以光伏产业为核
心的新能源产业链建圈强链，全力
塑强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光伏
产业高地。

□本报记者胡斌

近日，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东榆工业园区新建的 2GW高效晶硅光伏组件生产基地在建项目正在有序
推进，计划 3月底交付使用。

据了解，三一硅能·南江 2GW高效晶硅光伏组件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 5亿元，占地 100亩。项目将新建
2GW高效晶硅光伏组件生产线，并配套建设一系列附属设施。建成后，可提供就业岗位 400余个，预计可实
现年产值 16亿元。 特约记者肖定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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