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即日起，新华社开设

“文化中国行”专栏，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围绕文物古迹发现、名城名镇古村古街保护、文化旅游发展、非遗保护传承、中外
文化交流互鉴等内容，讲述各地各部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创新经验，展示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
蕴，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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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人才工作
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次党纪学习
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纪律是党的生命线，解决大党独有难
题，必须旗帜鲜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强大的战略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下大气力抓纪律建设，不断完善纪律
规矩，充分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
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彰显出
我们党把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
心。

我们党肩负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开拓着
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党面临的形势越复
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
建设。要通过党纪学习教育进一步严明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全党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
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知行知
止、令行禁止，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强大动力和合力。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要抓住学习重点，
在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上下功夫见成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基础性法规。要
通过党纪学习教育推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党的纪律规矩，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学习
条例内容，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
纪，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
则。要加强警示教育，运用典型案例和身
边人身边事深刻剖析，不断增强警示教育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党员干部受警醒、
明底线、知敬畏，真正做到查处一案、警
示一批、教育一片。

纪律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必须持之
以恒、久久为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纪律
教育、完善制度机制、提升纪律自觉，始
终做到戒尺高悬、警钟长鸣，真正使铁的
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
循，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消博会的变与不变

一眼千年平江路

严明纪律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一街一味 走读文脉
——江苏古建筑老街区走笔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人
才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培养造就大批
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
远发展大计。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
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
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
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加强
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确立人才引领发展
的战略地位，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同志

围绕人才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
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深刻回答
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
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对于全面贯彻新时代人才工作新理
念新战略新举措，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人才支撑、打好人
才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7个专题，共计248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
2024年 3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指示、
批示、贺信、回信等110多篇重要文献。
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 蒋 芳
邱冰清

苏州平江路上听一段 《声声
慢》，南京夫子庙里赏一场秦淮灯
彩，常州青果巷里追寻江南名士，
无锡清名桥打卡近代民族工商业遗
存……近日，记者走访江苏代表性
古建筑老街区，感受一砖一石、一
房一瓦、一街一巷留下的光阴故事。

闻其声——
“ 青 砖 伴 瓦 漆 ， 白 马 踏 新

泥……”藏身平江河畔的琵琶语评
弹艺术馆每天演出6到7场，几乎场
场爆满，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听一
曲吴语《声声慢》。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大运
河世界文化遗产点，被誉为“没有
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街区内，
耦园、全晋会馆等世界文化遗产、
文物保护单位串珠成链，承载了古
城2500余年厚重历史。人们漫步曲
折迂回的古巷，听听弄堂深处的评
弹，看看河道中的乌篷船，探寻姑
苏原味。

在扬州的仁丰里，保留着唐代
“里坊制”格局，不乏烟火气息，巷
道中不时响起的广陵古琴、扬州评
话，与淘米洗菜、观棋插话、“丁零
零”的自行车铃声交织在一起。

观其形——
南京市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

有200余座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花
园洋房住宅和国外使节公使馆建
筑，有“民国建筑博物馆”之称。

徐州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的主
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户部山
古建筑群，崔焘翰林府、余家大
院、翟家大院等百余间古建筑沿山
而建，兼具北方四合院的规整与南
方民居的秀美，明清建筑风貌在此
浓缩。

品其韵——
大运河畔的常州青果巷，历史

可追溯到隋代，以往来船舶云集、
开设各类果品店铺得名，因“江南
名士第一巷”闻名，孕育出百余名
进士和一大批名士大家，如抗倭英
雄唐荆川、革命先驱瞿秋白……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
楼。”站在镇江北固山远眺，长江与
大运河形成的黄金十字交叉，令人
想起辛弃疾当年登临感叹。山脚
下，是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这里
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完好
的地区，非遗特色凸显，地域风情
浓郁，吸引众多游客。

一片街区、一座古镇，是一座
城市的缩影；保护一条街、一座

城，就是守住民族文化的根脉。
江苏底蕴深厚，拥有世界文化

遗产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5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数量均居全国第一。统筹保护文物
资源、历史建筑、城市空间、街巷
肌理和生活形态，江苏探索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逐步形成
以文物资源为核心的城乡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于苏州古城核心区举目四望，
但见天际线明朗干净。古城保护的

“铁律”严格执行至今：以始建于三
国东吴时期的北寺塔高度为参照，
任何新建楼房不得超过24米。

在扬州，站在瘦西湖熙春台远

眺，绿树、碧水、青瓦勾勒出优美
曲线，视野内不见高楼。扬州在立
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自创

“放气球”限高方法，若在景区看得
见设计高度的气球，就必须降低建
筑高度。

同时，江苏下足绣花功夫，坚
持小规模、渐进式、微更新，通过
提升和改善老街区基础设施，让老
居民留得下、年轻人愿意来。

在南京，小西湖片区的老街坊
许庆在屋顶露台晾晒时，低头便能
看到院里的枇杷树。他说：“老房改
造时，设计师按我们的要求改建了
露台，还保留了我小时候种下的枇
杷树。”

苏州世界文化遗产耦园，因昔
日园主沈秉成夫妇的爱情故事被称
作“爱情之园”。去年七夕起，耦园
成为苏州特色婚姻登记服务点之
一，到园林办婚礼成为风尚。

古建筑老街区，是故乡人心中
的乡愁，也是外乡人眼里的风景。

苏州山塘街上，随处可见苏
裱、玉雕、桃花坞木版年画等非遗
项目。在南京夫子庙，可以观秦淮
花灯，又可赏明清科举文化。“人们
在饶有兴致地拓印年画、了解科考
历史中，传统文化生动了起来。”南
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长冯家红说。

2024年春节期间，南京夫子庙
秦淮风光带景区、苏州平江历史文
化街区、扬州东关街历史文化旅游
区等日均接待游客都超过10万人
次。

砖瓦排列、街巷纵横，人声鼎
沸、烟火氤氲的古建筑、老街区，
正讲述着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相融
共生、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相
得益彰的动人故事。

新华社南京4月19日电

这是4月21日拍摄的常州焦溪古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 邱冰清
周末，位于苏州古城的平江历

史文化街区一片热闹。许多游客直
奔大儒巷38号，只为体验桃花坞木
版年画这一非遗技艺。

颜料均匀平刷在雕版上，再套
印在画稿上……热门年画《一团和
气》跃然纸上。“年画配色好看，寓
意也好，更重要的是参与体验可以
加深孩子对非遗项目的认识和对传
统文化的了解。”来自浙江的游客张
女士说。

印一幅年画，看一次非遗特
展，选一件非遗文创，喝一杯“一
团和气”特饮……经过修缮的大儒
巷38号，如今已成为备受人们喜爱
的特色文化空间。

距离大儒巷不远的钮家巷是年
近六旬的社区居民姚志俭的家。早
上8点多，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还没
有迎来很多游客，吴侬软语的交谈
声伴着花香，在街巷缓缓铺展开。
姚志俭出门了，她要赶去和自己的
老姐妹们碰面。青石板铺就的街道
边，街坊早已沏好茶，悠悠然提着
鸟笼和她闲聊几句；年轻的昆曲演

员在中张家巷边吊起了嗓子，清脆
的唱腔为古老的街巷增添了一抹活
力。

“在这住了几十年，离不开啦。
这里没有大拆大建，原始风貌和格
局保存了下来，而且街区环境和居
住条件也越来越好，让我们这些老
居民感到特别欣慰。”她说，“家在
古城”是含蓄的“老苏州”们溢于
言表的骄傲与自豪。

评弹声声婉转雅致、余韵悠
长，苏绣、宋锦、缂丝、苏扇等非
遗匠心独具，展现了姑苏人文的原
汁原味；这里仍有1.3万名居民居
住其中，是苏州古城烟火气最浓的
地方。古建筑老街区，是故乡人心
中的乡愁，也是外乡人眼中的风
景。

修复城市肌理，活化文化想
象。遵循“修旧如旧，保存其真”
的原则，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在保留
近8000户居民原生态生活方式的
同时，完善街区建设和公共设施，
大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加快古建
老宅活化利用，当地推进“古城保
护更新伙伴计划”，吸引社会资

本，引入产业发展新经济，盘活老
空间。

来自山东的“90后”李黎惊奇
地发现，在平江路南端的碑亭中，
一幅复刻的宋代《平江图》，清晰展
示着约800年前平江府的平面轮廓
和街巷布局，“水陆并行、河街相
邻”延续至今，几无二致。“上面的
大部分街巷、河道、桥梁至今都可
一一对应，拿着这份老地图，在古
城区不会迷路。”他说。

“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
全长1600多米的平江路，基本延续
了唐宋以来的街坊格局。仿佛一本
线装书，记录着苏州的历史与文
化。其所属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有
世界文化遗产1处，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20处，控保建筑45处及普查
新发现文物点70处，被称为“没有
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

几十年间，苏州已批复的城市
总体规划更新了3版，但规划框架
始终得以贯彻，古城保护与更新始
终是重要内容。“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保护理念，为苏州留住了呈现江
南水乡风貌的物理空间。

“抵达苏州的第二天恰好下起小
雨，平江路上，身着汉服的姑娘们
撑起了伞。烟雨朦胧中，‘水墨江南
’有了具象呈现。”一位北方游客将
春日下江南的感受分享到朋友圈
后，获得一片点赞。

夜色中的平江路，年轻人排起
长队。他们在网络上看到短视频，
被温柔婉转、充满意境的苏州评弹
打动，从各地慕名而来，只为在弄
堂深处听一曲吴语《声声慢》，感受
古城的韵味和魅力。

除了传统文化形态的传承，漫
步平江路，可以发现这里的空间仿
佛是跳跃的、交织的：许多年轻人
着汉服、梳发髻前来，网红店开在
老宅中，评弹声与吉他声遥相呼
应，烟火气与文艺范相得益彰——
平江路就像苏州的“双面绣”，既传
统又现代，既古老又年轻。

粉墙黛瓦石板路，小桥流水傍
人家。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摇一
把苏扇，听一曲评弹；或泛舟河
上，或漫步街巷。何处品江南？此
处“最江南”。

新华社南京4月20日电

（上接01版）从习近平手中接过军旗，持
旗肃立。全体官兵向军旗庄严敬礼。

授旗仪式后，习近平致训词。他指
出，调整组建信息支援部队，是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从强军事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
决策，是构建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完善
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战略举措，
对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有效履行新时
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

习近平强调，信息支援部队是全新打
造的战略性兵种，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
设运用的关键支撑，在推动我军高质量发
展和打赢现代战争中地位重要、责任重
大。要坚决听党指挥，全面贯彻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全面加强部
队党的建设，坚定理想信念，严肃纪律规
矩，弘扬优良作风，确保部队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有力支撑作战，
坚持信息主导、联合制胜，畅通信息链
路，融合信息资源，加强信息防护，深度
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精准高效实施信
息支援，服务保障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
争。要加快创新发展，坚持作战需求根本
牵引，加强体系统筹，推进共建共享，强
化科技创新，建设符合现代战争要求、具
有我军特色的网络信息体系，高质量推动
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要夯实部队基
础，落实全面从严治军要求，严格教育管

理，保持正规秩序，激发动力活力，全面
锻造过硬基层，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
安全稳定，奋力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坚
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李伟代表信息支援部队发言，表示要
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坚决听从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聚力备战打
仗，忠诚履职尽责，决不辜负党和人民重
托。

大会在雄壮的军歌声中结束。之后，
习近平接见了信息支援部队领导班子成
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了习近
平签发的中央军委关于组建信息支援部
队的命令、信息支援部队领导班子成员
任职命令和党委常委会组成通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
东主持大会。

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苗华、张升民
出席大会。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
机构、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各直属单
位、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各军兵种和
武警部队官兵代表、文职人员代表等参加
大会。

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新组建的信息支
援部队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指挥，同时撤
销战略支援部队番号，相应调整军事航天
部队、网络空间部队领导管理关系。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 刘
硕）最高人民检察院4月19日发布统计
数据显示，2024年前3个月，全国检察机
关在民事诉讼监督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问
题的有1885件，其中一些案件与社保基
金安全有关。检察机关办案发现，一些违
法行为人通过虚假诉讼、虚假劳动仲裁骗
取套取国家养老保险金。

据介绍，通过虚假诉讼、虚假劳动仲
裁骗取套取国家养老保险金的案件，多为
借助民事虚假诉讼或虚假劳动仲裁来实现

“补缴”养老金目的。一些违法行为人受
利益驱使，通过虚构劳动关系进行虚假诉
讼，或利用虚假劳动仲裁申请确认虚假劳
动关系，以满足一次性“补缴”养老金的
既定条件，进而获取本不应由其享有的养
老保险待遇。

在一些案件中，有违法中介“职业
化”参与，甚至形成了产业链。所谓“中
介人员”为谋利，与违法行为人恶意串
通，帮其寻找“虚构劳动关系”目标单

位，伪造工资条、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
为实施虚假诉讼或虚假劳动仲裁出谋划
策。有的直接参与、充当虚假诉讼的当事
人，甚至勾结有关人员进行非法操作。

部分社保领域虚假诉讼或虚假劳动仲
裁还容易衍生刑事犯罪。据介绍，以欺
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
保险金，情节严重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主要包括虚假诉讼罪和诈骗罪。

检察机关提示，任何违法违规骗取或
套取社保基金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
惩。补缴养老金参保应符合相关政策要
求，借助虚假诉讼或虚假劳动仲裁确认劳
动关系的形式参保缴费、办理退休、领取
退休金等，均属于骗取或套取国家社保基
金的违法行为，一经查实，除清除缴费记
录、没收补缴款、退回已领取的社保金
外，还将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广
大群众切勿轻信“代办代（补）缴社保”
等非法中介人员之言，更不要虚构劳动关
系、参与虚假诉讼或虚假劳动仲裁活动。

最高检：依法严惩通过虚假诉讼
等方式骗取套取养老保险金行为

■新华社记者 王存福
第四届消博会刚刚闭幕，记者这

几天在展馆里逛展时，目之所及，多
为新变化。

展商多次参展，今年“回头客”
最多；政商同频共振，企业界紧密合
作；迅速签订合约，掌握合作“密
码”……诸多“变”中，透出各界共
享中国市场机遇的期待之情。

变在展商“回头客”越来越多的
新现象中。

在消博会展馆，记者发现有个日
本品牌在两个展台同时展出。交谈得
知，去年消博会期间，“镰仓衬衫”
在日本馆与其他一众品牌组团参展。
没想到的是，这款衬衫竟火速成了爆
品。

在消博会尝到甜头，这个品牌的
股东三菱商事决定今年采用独立展台
参展，同时保留原来日本馆的组团参
展模式。

今年超过4000个品牌参展，80

多个品牌首次参展，其余都是像“镰
仓衬衫”这样的“回头客”。它们希
望抓住难得的机会，共享中国市场机
遇。

变在政商同频共振的新气象中。
行走在展馆里，德国大众汽车集

团的诚意扑面而来——集团首次“打
包”旗下的奥迪、保时捷、宾利、杜
卡迪、兰博基尼等13款明星车型集中
参展。

“集团刚宣布投资25亿欧元，强
化中国本土研发实力。”面对面交谈
中，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副总裁张
岚介绍了这一信息。这笔金额，相当
于大众2023年在中国的营收额，真
金白银再投资，足见其对中国市场的
重视。

就在德国企业组团参展期间，德
国总理朔尔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他和德国企业界代表参访了重庆、上
海等地，对德中两国企业界的紧密良
好合作印象深刻。

场内参展，场外高访，正推动着
中德经贸关系行稳致远。

变在关键背景下、展商尤其重视
消博会的言谈间。

明年将迎来中泰建交50周年，中
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泰国最大贸易伙
伴。

这一关键节点下，泰国海南商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吴清乐的话代表了
不少人的心声：消博会为外资企业融
入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中
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蕴藏着无限商机，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泰国企业用实际行
动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变在火速签订合约、牢牢掌握商
机的数据中。

在展会前几天，一笔笔订单、合
作协议签订，让展会效果立竿见影：
建发股份分别与保乐力加、柯诺苏达
成重要签约，进一步扩大酒水行业

“朋友圈”；全球好物供需对接活动共
达成92项供需合作意向；湖北省组团

参展，现场签约24个重大项目，签约
总金额311亿元；主宾国爱尔兰馆开
幕当天成交达3.58亿元……

变中亦有不变。
不变的是“永不落幕”。从首届

消博会提出举办“永不落幕的消博
会”主题后，展商不再单单只是展
商，四年间，年年都有展商变身投
资商，展会“溢出效应”持续显
现。不落幕，预示着机遇无限，期
许即成。

不变的是“开放之约”。消博会
的本质，就是面向世界、进一步把自
己的市场打开。从首届消博会的“开
放中国，海南先行”，到如今的“共
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开
放”这个关键词一以贯之。

变与不变间，永不落幕的消博
会，不断为中国与世界的双向链接打
开新渠道，注入新动能，共享新机
遇。

新华社海口4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