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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朋友们：
根据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要求，现将珲春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整治“6+N”，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和政法队伍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等有关内容面向社会公

布，请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市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进行监督，并

如实提供相关线索。

一、“六大顽瘴痼疾”+“N个
行业顽疾”内容

“6”即“六大顽瘴痼疾”：

1. 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

规定”；

2. 违规经商办企业和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

动；

3.违规参股借贷；

4.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

不究；

5.违规违法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

6. 法官、检察官离任后违规

从事律师职业、充当司法掮客。

“N”即以下问题：

1.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2.违反规定利用岗位职权谋

取私利的问题；

3. 违规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问题；

4.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

题。

二、受理群众举报方式
珲春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

间受理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渠道：

1.受理电话：0433-7513678；

2. 受理时间：上午 9:00 至 11:

30，下午13:30至16:30（周六、周日

及节假日不受理）；

3. 受 理 电 子 信 箱 ：hczfxs@

163.com；

4.受理范围：主要受理反映珲

春市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

安、司法行政机关政法干警问题的

来信来电。若有线索请及时与我

们联系，感谢您对珲春市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的大力支持！

珲春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10日

珲春市关于面向社会公开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顽瘴痼疾整治内容的公告

广大市民朋友:
为切实加强小区环境建设管

理，优化改善人居环境，禁止任何

单位和个人在小区公共区域和绿

地内种植农作物。如有违反自行

整改并恢复原貌，对拒不整改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城市管理条

例》等相关规定予以清理。对阻

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规定，依法移交公安部门予

以处理。

望广大市民朋友们自觉维护

小区环境，积极配合，互相监督，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通告。

珲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9日

关于禁止在小区公共区域和绿地种植农作物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

定，经市政府研究，于2021年4月

28日，在市委市政府7楼会议室举

行“珲春市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听证

会”。现将珲春市城市供水价格调

整听证会参加人名单公告如下：

序号 姓 名 单位或住址
1 陈 香 靖和街龙盛社区

2 于春荣 靖和街新兴社区

3 董慧兰 合作区华宇小区

4 肖 强 合作区图们江供

热有限公司

5 薛景全 洖明五金建材水

暖批发商店

6 张守凤 金厦小区

7 张雪娜 新安街长城社区

8 金莲花 近海街道办事处

9 文海花 龙源华府

10 赵怀仕 环亚山城

11 王宝清 东方绿州三期

12 张 斌 世纪公寓

13 赵兰芹 河南街纺织品楼

14 黄艳伟 雅居名苑

15 丁黎黎 珲春市河南街

16 公许兵 国税花园

17 方 丹 靖和街

18 高亚鑫 安居小区

19 江文雅 河南街沿南社区

20 詹海斌 河南街阳光社区

21 公培丞 世代第一城

22 代述君 信德综合楼

23 宋子琰 龙源华府

24 王林江 新安街

25 王 璐 靖和街

26 李 鑫 靖和街

27 冯仁龙 市工信局

注：本次听证会参加人由消

费者自愿报名和委托相关部门推

荐产生,共计27人。

珲春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1年4月13日

全市各排污单位：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于今

年 3 月正式实施。《条例》对排污

单位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处罚措施也更加严厉。为督促

各排污单位贯彻落实好环保法

律法规，严格履行好生态环保

主体责任。现将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各排污单位应依法取

得《排污许可证》，并严格执行

（副本）要求。对无证排污的，

《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责令

改正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

20—100 万元的罚款；拒不配合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

假的，《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

处 2—20 万元罚款；以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取得排污

许可证的，《条例》第四十条规

定，由审批部门依法撤销其排

污许可证，处 20—50 万元罚款，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排污许可

证。

二、各排污单位应建立环境

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主

要生产设施及污染防治设施运

行情况或者污染物排放浓度和

排放量。对违反台帐记录和执

行报告要求，《条例》第三十七条

规 定 ，处 每 次 5000—2 万 元 罚

款。排污单位应切实履行持证

排污和按证排污主体责任。违

法排污处罚将纳入国家有关信

用信息系统。

三、企事业单位应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开展突发环境事件

风险评估，完善风险防控措施，

排查治理环境安全隐患，制定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开

展演练，加强环境应急能力保障

建设。未按规定开展风险评估、

建立隐患排查档案、《预案》未备

案的，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处1—

3万元罚款。

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珲春市

分局将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开始，

对全市各排污单位贯彻执行《排

污许可条例》等环保法律法规情

况进行专项执法检查，对违法行

为将严肃查处。请各排污单位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对照环

保法律法规进行认真开展自查，

加紧完善工作措施，严格履行环

保责任。

特此通告。

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珲春市分局
2021年4月9日

珲春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建设的珲春市滨河嘉

苑工程项目，由珲春市城投建筑

有限公司承建，现已竣工完成。

此项目中所有人工费全部结清，

特此公示。

工程地点：珲春市河南街南

侧、滨河小区西侧

施工日期:2018年6月1日—

2019年12月12日

建设单位：珲春市房屋建设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珲春市城投建筑

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联系电话：
15043389222

监督部门：珲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

监督电话：0433-7513520

公 告

通 告

公 示

嘉兴着力打造新时代“重走一

大路”精品红色旅游线路，让游客沉

浸式感受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党的

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

员”实践体验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依托科技、携手教育、融

合旅游，人们由此触摸到有温度的

百年党史。

从红色旅游升温到三星堆考古

引发世界关注，从“博物馆里过大

年”渐成新年俗到马首铜像归藏圆

明园广泛激发爱国热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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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

样“活”起来，源自人们内心深处对

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和深刻自信在

新时代升腾凝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鲜明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方针。2017年春节前夕，

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

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近日，

中央宣传部正式印发《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

项目规划》，未来五年传承发展工作

蓝图绘就。

谋划“十四五”满足人民
群众文化新期待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是党和国家延续中华文脉、

传承优秀传统的重大战略举措。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开启之年，谋划好下一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十分

关键。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实施4年之际，《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

目规划》出台，制定出未来五年传承

发展路线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文

化新期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是动态、开放的系列工程。规划

明确了23个重点项目，包括15个原

有项目：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国

家古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中华经

典诵读工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

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

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国

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戏曲传承

振兴工程、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

创作工程、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

工程、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工程、中

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中华文化新

媒体传播工程、系列文化经典、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工程，还有 8 个新设

项目：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黄河

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程、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中华古文字

传承创新工程、农耕文化传承保护

工程、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城市文

化生态修复工程、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

程。

规划注重在记忆、传承、创新、

传播四个方面着力：摸清文化家底，

建立完善文化资源数据库，加强典

籍整理编纂出版，深入研究阐释中

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

走向；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加大投入力

度，运用现代科技力量，提高保护传

承水平；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

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推出

一批优秀文艺作品，积极推动传统

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

活、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融通多媒体

资源，主动设置议题，创新表达方

式，注重转化利用，加大传播力度，

增强传播效果，大力彰显中华文化

魅力。

文化家底逐步摸清 研究
阐发全面展开

2021年元旦，《记住乡愁》第七

季在央视播出，讲述一座座古城的悠

长文脉与家国情怀。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项目之一，

《记住乡愁》受到海内外观众好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以当代眼光审视和解读古代典籍，

寻求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之间的深度契合点，目前已

推出《论语》《孟子》《左传》《黄帝内

经》等五批共计40种图书。

工程实施 4 年来，15 个重点项

目持续推进，文化家底逐步摸清，研

究阐发全面展开。

——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

非遗名录体系，认定非遗代表性项

目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1372项；认定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3068名；设立23个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积极推进文物、非遗、古

籍、地方戏曲剧种、美术馆藏品普查

和复核工作；加强文化资源普查成

果的转化利用，《全国地方戏曲普查

报告汇编》已经成书。

——公布两批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片区分县名单、实现全国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

实施百年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程，

青海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保

护研究等重点工程深入推进。

——截至目前，已公布 135 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799 个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6819个中国传统

村落，划定历史文化街区912片，确

定历史建筑3.85万处，不少有价值

的工业建筑、文化景观也逐步纳入

保护体系。

——完成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

查；培育戏曲人才，名家传戏——当

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每年扶持

100 位戏曲名家向 200 名青年演员

传授 200 出经典折子戏；传承戏曲

经典，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录制京

剧经典传统剧目 350 多部，中国戏

曲像音像工程试录制25部剧目。

——截至2020年，全国制定颁

布古籍保护国家标准、行业标准14

项；累计完成普查登记数据 270 余

万部，占总任务的 94％；累计修复

古籍 360 多万叶，培训古籍从业人

员 1 万余人次；全国累计发布古籍

数字资源达7.2万部。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

程实施以来，共有 195 卷启动编纂

工作，其中32个分卷进入出版社的

编校程序；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

工程采风录制收集整理散存于各地

区、各领域的民族音乐资源，录制约

128小时的采风样品。

……

实践证明，以实施工程的方式

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很好发挥了

引领示范作用，传承有抓手、发展有

路径。

从 2018 年建立由中央宣传部

牵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部际协调组以来，各成员单位

共同研究协调传承发展重大问题，

论证、指导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各地

陆续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加强

督查调研，提供制度保障，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形成全国一盘

棋。

融入生产生活 助力全面
小康

一起看“人面桃花相映红”，一

起听“稻花香里说丰年”……亲友围

坐品鉴《中国诗词大会》，被不少人

视作精神享受。

截至目前，六季《中国诗词大

会》收视超过30亿人次。越来越多

普通人展示诗词才华、传递文化力

量，凸显“诗词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

日常”。

4 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

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国民教

育各领域，滋养精神根脉、点亮小康

生活。

将中华文化传承与重大节庆相

结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积极

作为，抓住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

午节等契机，因地制宜举办一系列

接地气、有生气的“我们的节日”主

题活动。组织全国大中小学开展

“传承的力量”学校体育美育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在

全国高校建设106个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基地，在全国中小学建设

近 3000 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

传承学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各方面；

开展“网络中国节”系列网络文化活

动，推出一批传统节日动漫、微视

频、视频直播等网络文化产品……

许多曾热衷过“洋节”的年轻人领略

到传统节日的魅力。

与此同时，戏曲进校园、进乡村

让学戏、懂戏、爱戏的人越来越多，

节令饮食、中医养生、传统体育渐成

时尚。

把目光聚焦到四川凉山，彝绣、

银饰、漆器等众多传统工艺转化为

脱贫生产力，促进非遗活态保护，也

带动贫困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

业。在湖南湘西州，“非遗+扶贫”

让很多拥有刺绣技艺的外出打工妈

妈实现了“守着娃，绣着花，养活自

己又养家”。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有关

部门支持各地设立各级非遗扶贫就

业工坊超过2000家，带动数十万人

就业增收。

创新表达方式 讲好中国
故事

2020 年疫情期间，宅家“云观

展”，成为文化生活新方式。《全景故

宫》《全景兵马俑》等一批数字全景

展厅项目，让观众宅在家中就能“漫

游”文化遗产地；只需在手机上轻轻

一点，就能近距离欣赏到精美的敦

煌石窟壁画、彩塑、石窟建筑，敦煌

研究院等推出微信小程序“云游敦

煌”受到好评。

创新方式、多元表达、科技赋

能，给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带来全新

启示。《中国地名大会》综合调动知

识竞赛、文化解读、文艺呈现、人物

故事等多种元素，挖掘地名文化，讲

述中国故事，引导广大受众在“知来

路”中“明未来”，为“坚定文化自信”

这一历史命题拓展新内容。中国经

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推出《大

禹治水》《愚公移山》《杨家将》《大运

河奇缘》《百鸟朝凤》等传统文化动

画片，受到小观众喜爱。“中华精品

字库工程公益应用计划”免费提供

字库公益授权，让书法经典“用起

来”，让精品字库融入大众生活，提

升公益宣传的视觉审美。

用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影

响力不断提升——

第二届进博会上，首次增设

4000平方米“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

华老字号”展区，37项非遗项目、69

个老字号在此汇聚，推动老字号“买

全球、卖全球”的同时，充分彰显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勃勃生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支持项目“舞动中国”，精选《丝路

花雨》《我的梦》《国色·十二生肖》三

台艺术精品，推广到北美、南美、大

洋洲，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

八个国家的数十座城市巡回演出，

受到广泛赞誉，引发热烈反响。

“中华之美”海外传播项目，以

国际传播为鲜明特点，着力呈现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记住乡愁》

国际版第一季、二季制作完成并在

国家地理频道播出，引发海外热议；

纪录片《佳节》通过国家地理《华彩

中国》栏目、腾讯视频面向17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4 亿受众播出，向全

球观众开启了一段体悟中国传统节

日文化的奇妙旅程。

在不断的传承、发展与升华中，

传统文化的深沉积淀和深厚滋养，让

中华文化绽放出璀璨的新时代光芒。

让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和新时代风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新华社记者 周玮

新华社西安4月 12日电（记

者 杨一苗 韩啸）记者从陕西省文

物局了解到，陕西通过全面调查，

已摸清石窟寺资源家底，经调查，

全省现有石窟寺共计1012处。

石窟寺是中国重要的文物类

型，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

内涵深厚。石窟寺在陕西省辖区内

分布广泛、数量巨大。陕西省石窟寺

专项调查工作是全国石窟寺保护状

况专项调查的组成部分，通过这次调

查，全面掌握了陕西省石窟寺现状。

据了解，本次调查工作从2020

年10月开始，由陕西省文物保护研

究院协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

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5支调查队分

榆林、延安、安康商洛、汉中、关中5

个片区进行石窟寺资源调查。经

调查，陕西省现有石窟寺共计1012

处，此次调查不仅完成了石窟寺信

息的调查与登记工作，还对其典型

病害进行了初步识别判断。

陕西摸清石窟寺家底：1012处新华社海口4月 12日电（记

者 王存福）4月12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

通仪式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

产业园举行。

据 介

绍，海南自

由 贸 易 港

国 际 互 联

网 数 据 专

用 通 道 是

以 省 为 单

位 申 报 建

设的专用通道，服务覆盖洋浦经

济开发区、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海口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等 9 个园区，是以

园区企业为服务对象，旨在提升

企业国际互联网访问体验的信息

通信基础设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

程师史德年表示，经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测试，海南自由贸易港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至全球

大部分区域性能均得到显著提

升，专用通道的全球网络平均时

延和平均丢包率较非专用通道分

别降低 12.84%和 89.54%，可为网

页访问等常用国际互联网业务提

供更优质的用户体验。特别是专

用通道至东南亚方向的平均时延

降低 44%；至东南亚、大洋洲等方

向的平均丢包率低于 0.5%，主要

性 能 指 标

与韩国、日

本、新加坡

等 国 家 相

当。

仪 式

上，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的三大建设主体海南电信、

海南移动、海南联通分别与海南金

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

企业进行首批专用通道用户企业

签约。

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正式开通

新华社合肥4月 12日电（记

者 程士华 何曦悦）记者近日从安

徽省生态环境厅获悉，安徽正实施

污染源自动监控安装、联网和运维

监管“三个全覆盖”工作，2018年以

来已累计查处篡改伪造自动监测

数据案件18起，罚款983万元。

安徽生态环境监察部门用三

方面措施让监测数据造假者无处

遁形。一是聘请专业技术人员配

合基层环境执法人员检查自动监

控设备；二是借鉴司法经验，邀请

警察、检察官授课讲解取证方法，

破解证据“固定难”；三是优化执

法方式，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在污

染治理设施、自动监测站房、排放

口等位置安装视频监控设施，并

与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对涉

嫌数据弄虚作假的第一时间派员

现场指导调查，破解案件“办理

难”。

2018 年至今，安徽省已累计

查处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案件

18起，罚款983万元，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或实施行政拘留 23

人。其中，联合安徽省公安厅、安

徽省人民检察院对3起篡改伪造自

动监测数据案件实施挂牌督办，严

厉打击数据弄虚作假和自动监控

设施不正常运行等行为。

安徽“三个全覆盖”让监测
数据造假者无处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