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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期 间 ，景 德

镇市举办商贸文旅新

春 消 费 节 ，为 市 民 和

游客送上了一场精彩

纷呈的消费盛宴。图

为 2 月 12 日 ，位 于 该

市珠山区的抚州弄美

食 街 ，游 客 纷 纷 前 来

品尝美味佳肴。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景萍摄

正月初六，迎春纳福。

“新年好啊，老伙计们！你们屋里

坐，先喝杯热茶，糖糕马上就上桌了。”2
月 15日上午，上饶市广丰区桐畈镇高厅

村村民李义付、李全喜等人来到金磊农

业专业合作社时，受到种粮大户姜奀水

的热情招呼，“本身就是亲戚，这几年合

作下来，大伙儿越来越亲，约好今天聚

聚，喝上一杯，再聊聊今年的好光景。”

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四溢。柴

火烧得正旺，糖糕在油锅里吱吱作响，

姜奀水的妻子李美玲看着火候，麻利

地把方方正正的糖糕翻面、定型，再把

煎好的糖糕一一装盘摆好。

糖糕制作是广丰区的一项传统技

艺，具体工序分浸泡、碾浆、压浆、搅拌

和蒸煮等五个环节。2020 年，广丰廿

四都糖糕制作成为上饶市第五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吃糖糕

是广丰当地的一项民俗，家家户户都

会提前备好糖糕，春节时将其端上餐

桌，用来犒劳家人和招待客人。过大

年、吃糖糕，寓意新的一年甜甜蜜蜜，

步步高升！

2016 年，瞅准种粮的好前景，姜奀

水和妻子拉着一帮种田“老把式”，推

行“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走上创业之路。如今不仅流转了 1800
余亩土地种水稻，还开展了农机社会

化服务，为周边农户提供机耕、机插、

机收等服务，大伙儿的收入年年涨。

（下转第 2版）

过大年吃糖糕 生活比蜜甜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

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2 月 16 日出

版的第 4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 201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有

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

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

社会 100 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

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

运的必然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保证党领

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实践证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

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

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

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

义的全新政治制度。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

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必须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 （下转第 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钟秋兰）2 月 15
日，大年初六。吉安武功山羊狮慕景区“地

道年味”依然浓郁，在古风主题巡游、烟花

盛典、舞龙庆春等活动中，游客拍下美照，

定格新年幸福。同日，在赣州大余丫山旅

游度假区，年俗与休闲碰撞、乡土和时尚相

融，游客在观赏名山美景的同时还能领略

乡村年趣。

“我们要大力推进赣鄱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打造一批为时代讴歌、为人民创

作的艺术精品；要紧跟市场需求变化，着眼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更高追求，用心扩

大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深入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为民惠民。”2 月 11 日，省文

旅厅负责人到部分公共文化服务场馆检查

调研，并要求加强文旅市场供给和安全生

产工作。

春节期间，我省节日活动轮番上演，文

旅市场供需两旺。广大游客在江西游景

区、观民俗、逛展览，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既营造了浓浓年味，又进一步促进消费潜

力释放。这是省文旅厅大抓落实的成效。

2 月 7 日，省文旅厅召开“大抓落实年”

动员部署会，要求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切实以高质量落实

推进我省文旅高质量发展。在新的一年，

要紧盯国家战略，积极主动把全省文化和

旅游工作放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海西经济区等国家战略中

去谋划、去思考、去推进；要树牢市场化理

念和平台化思维，积极探索江西文旅发展

新模式、产业创新新方法、服务质量提升新

路径和文旅企业转型新方式，搭建多元共

融、交流共进、发展共赢的文化旅游交流合

作新平台；要站上数字文旅“风口”，占据数

字高地，加快数字文旅体系建设，全面构筑

“1+4+3+N”数字文旅体系总体框架，为促

进文旅消费、扩大宣传推广进入新赛道提

供信息化支撑。

近日，我省批复了《景德镇陶瓷文化生

态保护区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这也

意味着，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建设有了新进展。 （下转第 2版）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近日，乐安县牛田镇流坑古村处处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年味。游客现场体验耕读、商市、民俗等传统文

化，感受“千古第一村”的魅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本 报 讯 （曾悦之）红 色 ，是 江 西 最 鲜 明 的 底

色。一处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个个红色旅游景

点，宛若一部历史教科书、一座红色基因库，赣鄱大

地上，留下极为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

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

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

继有人、代代相传。

赣鄱大地，红色沃土。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

先、善作为”目标要求，高质量推进全国红色基因传

承示范区建设，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促进资源创

新转化，让红色遗存焕发新活力。

2024 年新年伊始，瑞金市、铜鼓县、井冈山市、

于都县、萍乡市安源区等 5 个县（市、区）获评我省

首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于都中央红军长

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馆长谢芸华表示，得益于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的创建，近期于都县多处红

色景点迎来参观热潮。“趁寒假来这里观展览、看文

物，打卡红色地标，特别有意义。”2 月 6 日，江西师

范大学大三学生钟秀青和几名同学边参观边拍视

频，还将通过新媒体推介家乡的红色资源。

我省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全省有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 2960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4.3万余件（套），核对

登记的红色标语 1 万余条，革命文物数量及其价值

在全国均处于领先位置。

创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只是我省保护

利用红色资源的一个缩影。在推进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中，我省还率先推出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标识，推进低级别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加快推

进闽浙（皖）赣、井冈山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规划

编制工作，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成效初显，

如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历史陈列展获得 2022 年

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于 都 河 畔 ，长 征 渡 口 。2019 年 5 月 ，习 近 平

总 书记来到于都县，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都县城东门

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会见红军后

代、革命烈士家属。他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

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

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是江西

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的重要举措，也是发

挥江西独特红色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作为长征

之源，江西高站位部署、高规格推进长征文化公园

江西段建设，全省 19个县（区）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江西段重点建设区、38 个县（区）纳入拓展建设

区。打造了一批长征步道、红色驿站、红军村等项

目，有的已成为红色培训、红色研学、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不止于此，我省还通过统筹各方研究力量和资源，形成系统研

究红色资源的强大合力。2022 年 3 月，由中宣部指导、江西省委宣

传部等 7家单位共建的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红研

中心）在北京成立。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红研中心立足江西、面

向全国，已举办了 16场重大理论研讨活动，发布了系列重大研究课

题，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全国理论界引起广泛关注。

2 月 3 日，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一场南昌市非遗展

演在红色展馆热闹开演，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该馆负责人

熊河水说：“传统文化与红色场馆融合，既让游客学习了红色文化

又领略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上，我省各地积

极作为。在秋收起义领导指挥中心——铜鼓，当地将革命文物作

为建设红色名村、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全县 25 处革命旧址

已建设成为党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中国革命的摇

篮——井冈山，当地整体改造提升了茨坪、大井、茅坪等旧址旧迹

群，在旧居旧址中增设辅助陈列、充实民俗物品，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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