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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位于南昌县的江铃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富山工厂内，焊花四溅、机械

轰鸣、悬臂挥舞，彭鹏劳模创新工作室负

责人彭鹏正带领团队成员开展汽车智能

生产线升级改造攻关。工作室成员表示，

企业搭建了权益保护平台，解决好产业工

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激发了

产业工人创新创造新活力，让广大职工工

作更有干劲、创新更有激情。这正是我省

着力提高维权服务实效、增强产业工人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缩影。

近年来，我省多措并举提高产业工人

地位待遇，多渠道维权、广触角帮扶、全方

位服务，让广大产业工人工作更有劲头、

生活更有奔头。

多渠道维权。省产改协调小组对全

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困难

和问题开展调研，召开“加快构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界别协商会。

在江西法律服务网、江西掌上 12348 微信

号设置“农民工欠薪求助法律服务专区”，

在全省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和法律援

助机构开辟产业工人欠薪求助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可在线咨询法律问题、提交法

律援助申请，欠薪案件当场受理、当日审

批、当日指派、当日办理。健全完善劳动

关系矛盾调处、经济与劳动权益保障等工

作机制，立足“网上工会”、12351 职工服务

热线、“三师一室”等载体平台，切实解决

广大产业工人的合理利益诉求。上饶市

积极推进运用“一函两书”制度，有效预防

和化解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及时纠正企业

用工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好产业工人合法

权益。

广触角帮扶。制定 18 项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党建带工建举措，组织向新就业群

体赠送保险、免费体检、技能培训、走访慰

问等活动，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幸

福感。统筹属地资源，新建 1859 个党群综

合 服 务 中 心（站 点），提 供 各 类 暖 心 服 务

600 万人次，帮助新就业群体解决权益保

障、职业技能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 1.7

万个。面向广大户外劳动者提供贴心服

务 ，建 设 各 类 户 外 劳 动 者 服 务 站 点 4126

家，较去年增长 134.7%，70 家站点被全国

总工会命名“全国最美站点”。出台《农村

留 守 儿 童 和 困 境 儿 童 探 视 巡 访 工 作 规

程》，全面规范探视各地通过开展探视巡

访摸排留守儿童 22.48 万人，建设运营心

港湾 1857 家，开展关爱服务活动 5 万场次，

直接联系服务留守儿童 6 万名，扎实开展

“情暖新春·共护未来”“奋进新征程·同心护

未来”关爱活动，筹集资金 3798万元，走访慰

问困境儿童 20 万人次，发放慰问现金物资

800余万元，为产业工人解决后顾之忧。

全方位服务。以挂图作战、项目化管

理的方式开展 10 项为职工办实事项目，组

织 1.8 万名一线技术工人、一线职工参加

疗休养；举办 995 个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

帮助 5.5 万名职工解决子女假期“看管难”

问 题 ；为 1.82 万 名 一 线 女 职 工 提 供 免 费

“两癌”筛查服务；举办“会聚良缘·情定赣

鄱”第三届省市职工集体婚礼，做好单身

青年职工联谊交友活动，打造“会聚良缘·

刚好遇见你”交友品牌，等等。实施“公共

文化新空间”行动计划，推动各地建造小

而美、沉浸式、嵌入式的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发动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服务机

构联动开展 2023 年江西省“百馆千万场服

务来共享”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开展

2023 年“嘉游赣·惠生活”主题系列活动，

举办“万名文艺家 下基层——送万福进万

家”和“文学照亮生活 走进企业”江西文学

精品大课堂文艺志愿服务等活动，让产业

工人的幸福指数显著提升。

乘风破浪再启航，昂扬奋进勇争先。

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省产改协调小组办公室

将紧紧贴近职工需求，着力提高维权服务

实效，团结动员全省广大产业工人，坚定

信心、振奋精神，接续奋斗、一以贯之，深

入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李 其）

让产业工人有劲头有奔头
我省打出组合拳提高产业工人维权服务实效

产改进行时

9 月 3 日，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新闻中心举办

吹风会，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豫锡面向中外

媒体进一步介绍峰会相关情况。

“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
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于9月4日至6日在北京

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9 月 5 日出席峰会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讲话。中非领导人将围绕“携手推进现代

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共叙友情，

共商合作，共话未来。

刘豫锡表示，这是中国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外

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

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率团与会，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特邀

嘉宾、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作为观察员也将出席峰会

有关活动。

峰会计划通过《宣言》和《行动计划》两份成果文

件。刘豫锡介绍，两份成果文件各有侧重：《宣言》重在

凝聚释放中非双方在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

非命运共同体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展现双方在全球

治理、和平安全、经贸合作等领域加强合作的决心和信

心；《行动计划》梳理规划中非未来 3 年高质量合作实施

路径，为中非下一步深化合作指明方向。

“聚焦友好合作，扎实推进论坛建设
和各项成果落实”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24 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始

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已经成为中非合作的“金字

招牌”和引领国际对非合作、深化全球南方合作的一面

旗帜。

刘豫锡介绍，在习近平主席和非方领导人的共同

关心推动下，中非双方聚焦友好合作，扎实推进论坛建

设和各项成果落实，推动中非关系大踏步前进，实现跨

越式发展。

“中非领导人将在峰会上再次相聚，共商双方发展

大计，引领中非关系不断升级。”刘豫锡说。

中非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历史性的 2821 亿美元，

中国连续 15 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刘豫锡

表示，这彰显了中非合作的强大韧性与活力。在当前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非双边经贸往来

在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下充满活力，成为国际发展合作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此外，中非在减贫、教育、卫生、科技、环保、青年、

妇女、地方等领域交流日益密切，双方正不断扩大在绿

色发展、数字创新方面的合作，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打造更多合作亮点。

“同非方一道总结经验、凝聚共识、规划
未来”

刘豫锡表示，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是一次承前启

后、守正创新的会议。中方希望通过举办峰会，同非方

一道总结经验、凝聚共识、规划未来——

一是迈向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新征程。中

非领导人在峰会上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合作规划、加强

治国理政交流，将为下阶段论坛建设提供重要引领。

二是汇聚中非深化各领域合作新动能。中非将积

极落实峰会成果，让各领域务实合作越走越实，打造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典范。

三是续写中非人民相知相亲友谊新篇章。峰会将

推出一系列合作新举措，深化中非人民相知相敬相亲，

使中非友好薪火相传、永续推进。

新华社记者 许可、顾天成、张漫子

（新华社北京 9月 3日电）

“一次承前启后、守正创新的会议”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介绍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相关情况

新华社西昌 9 月 3 日电 （李国利、崔婉莹）9 月 3 日 9 时

22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遥感四十三号 02 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遥感四十三号 02 组卫星主要用于开展低轨星座系统新

技术试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33次飞行。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董瑞丰、李恒）国家卫生健

康委、全国爱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 14 个部门联合

制定的《关于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3 日公布，明确

提出健康乡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要求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健康保障。

根据指导意见，健康乡村建设要聚焦全方位提升乡村卫

生健康服务水平，从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功能布局优化、人才

队伍发展、运行机制完善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卫生健康服务体

系。聚焦持续提升乡村居民健康水平，进一步强化重点人群

健康服务，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病返贫致

贫的底线。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目标，构建乡村健康环境，

因地制宜发展健康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30 年，乡村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居民能够便捷获得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个人医疗卫生负担

可承受；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重大疾病危害和主要健康危

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到 2035 年，

建成健康乡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城乡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差距和居民健康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在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指导意见要求立足乡村两

级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过程、发展实际、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

本，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

基本原则，推动建成符合地方实际、群众可感可及的健康乡村。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胡璐、唐诗凝）记者 3 日从

水利部了解到，北京时间 9 月 3 日上午，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

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75 届执行理事会上，2024 年（第十一批）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我国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徽州堨

坝—婺源石堨（联合申报）、陕西汉阴凤堰梯田、重庆秀山巨丰

堰等 4 个工程成功入选。至此，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

达 38项。

据了解，坎儿井是新疆各族劳动人民为适应极度干旱和

高蒸发量条件而创建的引出浅层地下水进行灌溉的古代水利

工程。现有考古研究证实，吐鲁番坎儿井至少拥有 600 年以

上的历史。吐鲁番现存坎儿井 1200 余条，其中有水坎儿井近

190 条，年径流量为 1.14 亿立方米，控制灌溉面积近 10 万亩，

至今仍在持续发挥效益。

徽州堨坝—婺源石堨（联合申报）是从古徽州文化中传承

下来的砌石引水堰坝类型的水利工程。徽州全区现存古堨坝

500 余座，其中 500 年以上古堨坝 5 座；婺源县现存坝长 5 米以

上、水位上下高差 0.8 米以上的石堨共计 2052 座，其中百年以

上的有 1181 座。古堨营造的优美水景观与古村落、古建筑、

古街、古道、宗祠等遗址遗存融合一体，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美学价值。

凤堰梯田位于陕西省南部汉文化发祥地之一的汉阴县，灌

区面积约 5.2万亩。历朝历代的汉阴先民顺山地之势，借自然

之力，形成了以凤堰梯田为代表的“田、渠、塘、溪”灌溉体系。

秀山巨丰堰始建于清代，灌溉工程体系为有坝引水。“立

体化”灌溉工程体系适应丘陵山区灌溉需求，拥有中国现存年

代最早、规模最大、仍在使用的砌石渡槽拦河坝，保障了灌区

“高水高灌、低水低灌”，实现最大灌溉效益。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 2014 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

溉文明发展脉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

优秀的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

目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量已达到 177 项，遍布亚洲、欧

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 20个国家。

9 月 3 日，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赵王小学的学生在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人民英雄纪念墓前敬礼。

当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9

周年纪念日，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 新华社发 （郝群英摄）

这是 9 月 2 日拍摄的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拼接照片）。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于 9 月 4 日至 6 日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见证地球演化史，中国又有哪些新发

现？

3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在南京举办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际地质科学联合

会日前发布第二批 100 个世界地质遗产地

名录，我国有 3 个地质遗产地入选，分别

为：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自贡大山

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和桂林喀斯特。

什么是地质遗产地？入选
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意味着什么？

“地质遗产是忠实记录地球 46 亿年演

化历史的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料，对开展地

理环境变迁、矿产资源勘查、生命起源等

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地质遗产地则是指

拥有国际意义的地质遗迹或地质过程的

关键区域。”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国际地

质遗迹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教授张建平介绍。

据悉，第二批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是

经全球 17 个国际组织的 700 多名专家提

名、全球地学领域顶级专家评选，并由国

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最终认定，来自 53 个国

家的 100个地质遗产地入选。

“入选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的地质遗

产地，要具有全球性的科学价值，并已通

过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体现。”张建

平说，我国 3 个地质遗产地此次入选，表明

其科学价值和研究水准得到国际学术界

一致认可，目前的保护状况也受到国际社

会高度肯定。

据介绍，我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质遗

产 资 源 ，随 着 我 国 地 质 科 学 事 业 快 速 发

展，我国地质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国

际学术合作持续深化。至此，我国已有 10
个地质遗产地入选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

此次入选的3个地质遗产地
记录了哪些地球演化信息？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乌达二叠

纪植被化石产地，是一片2.98亿年前被火山

灰封存的远古森林，被称为“植物庞贝城”。

在这里，植物残骸以异常完整的形态被保存

下来，包括石松类、有节类、蕨类等七大类植

物，许多化石还记录了昆虫与植物、植物与

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细节，被认为是

“窥探晚古生代的地球生态窗口”。

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是世界

最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遗址，目前已

发掘出 200 多具恐龙和其他脊椎类动物化

石，已鉴定出 26 属 29 种，组成了中侏罗世

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落。“李氏蜀

龙”“董氏大山铺龙”“太白华阳龙”“劳氏

灵龙”等一大批“中国龙”在此发现，并走

进国际研究者的视野。

百里漓江，山水画廊。桂林喀斯特以

漓江及其支流周边的塔状及锥状岩溶地貌

为主要特征，同时发育有许多洞穴，展现了

峰林和峰丛岩溶形态的共存和相互作用。

奇特的峰林、峰丛，清澄的水流，嶙峋的崖

壁，瑰丽的洞穴，既构造出“甲天下”的桂林

山水，也是具有重大科研价值的地质瑰宝。

地质遗产地不仅有重大科研价值，还

有巨大的科普价值和社会价值。以自贡

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为例，在遗址基础

上建立的自贡恐龙博物馆，已在国内外举

办了 130 余次“自贡恐龙大展”，观众累计

超过 3000万人次。

“未来，在保护好地质遗产地的基础

上，我们还要积极开展文化交流，进一步

向社会做好科普工作。”自贡恐龙博物馆

馆长曾小芸说。

新华社记者 王珏玢、张泉、邱冰清

（新华社南京 9月 3日电）

静待盛会启幕

见证地球演化史！

我国新增3个世界地质遗产地

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四十三号02组卫星

健康乡村建设“路线图”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任沁沁）随着互免签证、

144 小时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的实施，不少中外游客选择在

暑期开启“双向奔赴”的跨境游旅程。国家移民管理局 3 日通

报，今年暑期（7 月至 8 月）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 1.1 亿人次

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177.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30.0%，

环比 5、6 月份增长 13.0%。单日出入境最高值为 8 月 24 日的

223.7万人次，达到历史峰值的 97.2%。

我国新添4处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我国暑期1.1亿人次出入境

缅怀先烈 铭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