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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领山 张 彪
张帅）7月11日，全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三季度工作暨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工作
会议在巴特尔体育场报告厅召开。县
委书记张殿成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
副书记、县长白福良主持会议。

会议部署了全县近期安全生产
工作和防汛抗旱重点工作。

张殿成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
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县
上下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拧
紧责任链条、狠抓措施落地，把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践行初
心使命的具体行动，确保全县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

张殿成强调，一要集中力量，全
力推动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工作。通
过全员发动抓整治、以查代训提能
力、闭环管理除隐患，紧盯薄弱环节，

全力巩固拓展整治成果。二要突出
重点，系统推进各行业安全风险防
控。要紧盯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
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
点领域，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全面统筹教育、交通、文旅等各
领域安全工作，推动隐患排查与整改
协同联动、精准发力。三要严阵以
待，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通过精
准监测做到加强预警，通过加强宣传
做到全域覆盖，通过拉网排查做到消
除隐患，通过常备不懈妥善处置，提
高各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和应
急处置能力，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
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保险情发
生时“调得出、用得上”。

张殿成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以“严实作风”保障安全生
产各项工作有效落实。要迎难而上，
扛牢防风险保安全重大责任；要强化

保障，筑牢防风险保安全坚实后盾；
要转变作风，提升防风险保安全实际
效能，为决战决胜全面振兴新突破三
年行动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就落实会议精神，白福良要求，
各部门、各单位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
生产复杂形势，以如履薄冰的谨慎态
度、抓铁有痕的过硬作风、万全细致
的务实举措，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要坚决压实责任，层层筑牢安全
生产防线；坚持超前部署，落实落细
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坚持强化作风，
高标准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县委常委、副县长伊浩，县政府
领导班子成员，县委各部委、县直各
单位、各乡镇、各园区主要负责同志
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乡镇街设分会场。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给田华等8位艺术家回
信，对电影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看到大家的
来信，不禁想起你们参与创作的那些
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长期以来，你
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

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
银幕形象，给几代观众留下美好回忆。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你
们继续在崇德尚艺上作表率，带动广
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
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
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
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作出
新贡献。

近日，田华、王心刚、张良、陶玉
玲、肖桂云、潘虹、宋晓英、陈道明等8
位电影艺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他们数十年来从事电影工作的
情况和体会，表达为推动电影事业发
展、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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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六家子村：“云治理”，聚人心树新风
清晨5时，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

六家子村，71岁的陈雪飞与几位“70后”老伙
伴已拿起工具，在晨光中除草、清扫乡村道
路，几位老伙伴的说笑声，唤醒了村庄新一天
的生机与活力。

与此同时，远在天津任教的村民马囡妮
打开手机，熟练地点开六家子村“村级服务平
台”，平台首页醒目通知：“七一”将至，村里将
再度评选“最美农家”“致富之星”。这让她想
起父亲以往胸戴大红花领奖的情景。

在六家子村，村民自发修整乡路、主动维
护环境成为常态，村容日益整洁，乡风文明厚
植沃土。这份热情与活力，源于2023年村里
入驻了“村级服务平台”。通过“村级服务平
台”，六家子村实现了党务、村务、财务“云上
全公开、全透明”，村民动动指尖就能随时“说
事”、议事、参与村务活动。

数字赋能，畅通的是信息，凝聚的是人
心。“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先想着昨天村里发
生了啥事要和乡亲们发布，今天又有哪些新
动向提醒乡亲们，现在，全村常住人口有447
户，入住平台的有511人，平均每户都有村民
参与咱村的村务。”六家子村党支部书记刘斌
自豪地说，更让他自豪的是，在辽宁省633个
上线村庄中，六家子村凭借“三务”全公开、积
分全上链的创新实践，连续一年稳居全省排
名前列。

如今的六家子村，七十多岁的老人也
会熟练的登录平台，上传义务劳动图片。
远在外地的年轻村民也能随时随地掏出手
机，查看村里的新鲜事，参与乡村事务。一
部小小手机打通了乡村治理的“最后一
米”，生动诠释着“数字有温度，乡村更文
明”的深刻内涵。 （辽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