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让人、让出一份安全，人守规、守
出一份文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标语

（上接一版）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 安康公安依托警

力牵引，拉动民力资源，建强建优巡防队伍，
以警民共建共防织密治安防控网络，确保社
会平安和谐。其中，专业巡逻警力 760 余人、
义务巡逻志愿者 7200 余人。

为织密社会安全防控网，安康公安打造
“五位一体”立体巡控网络，建立“特警+巡
警+无人机”协同作战机制，依托无人机巡
航、移动警务站等形成“点线面”结合的防空
圈，大幅降低巡防盲区，压降社会面发案率。

为确保“就近、就早、就小、就快”处置突
发事件，安康公安积极充实应急力量，组建
了以市县特巡警、 派出所民辅警为主体的
“最小作战单元”382 个， 以单位保卫人员、
保安员为主体的 “最小应急单元”1154 个，
开展突发事件处置、抢险救灾救援、现场保
护等工作。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近日， 平利县兴隆派出所民警在开展
“挨户防”工作时，获悉村民黄某放牛时因看
管疏忽，牛群闯入熊某的玉米地，导致青苗
大面积被啃食，双方为此争执不休。

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兴隆派出所立
即启动“派出所+司法所+法庭”“3+N”联调
工作机制，以“法律+情理”双轨调解，最终双
方达成一致，多年邻里关系得以修复。

在平安建设中，安康公安建立“横向织
网、纵向贯通”的防控联动组织架构，发挥所
长、社区民警进班子作用，加强与检察、法院
等职能部门及乡镇综治、司法、信访等协作
配合 ,先后推广应用“三力联调”“无忧调解
超市”等矛盾纠纷工作法，有效激活乡村治
理的“末梢神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今年
以来，安康公安协同多方力量累计调处矛盾

纠纷 4560 余起。
在做优“传统防”的基础上，安康公安通

过合理布局做强“科技防”。 如依托“安康智
防管控平台”，上线主防任务工作“标准件”
26 个，建立各类预警模型 16 个 ，有效提升
派出所主防能力水平。同时积极整合社会面
视频设备资源，全市 134 个公安派出所建成
互联互通的村级智能设备中心，进一步织密
科技防控网络。

随着全市“挨户防”工作的深入推进，全
市社会治安形势持续稳定。今年以来，治安、
刑事案件分别下降 15.61%、4.9%， 逐步实现
“政策法律有人宣讲、社情民意有人反馈、矛
盾纠纷有人化解、重点对象有人帮扶、邻里
乡亲有人守望 、社会治安有人巡防 ”的 “六
有”目标，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现
代化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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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与亿万退休人员息息相关。
为更好保障退休人员“老有所养”，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7 月 10 日发布通
知，明确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24 年
底前已退休人员， 按照 2024 年退休人员月
人均基本养老金 2%的标准提高基本养老金
水平。

接下来， 各省份将结合本地区实际，制
定具体实施方案。今年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
金将尽快发放到位，将惠及约 1.5 亿名退休
人员。

“自 2005 年以来，我国连续调整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 在当前国内经济承压、不确
定性上升的大环境下依然保持养老金增长，
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高度重视。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
院院长莫荣说。

他表示，国家在综合考虑上一年物价上
涨和工资增长等因素基础上， 确定了今年
2%的上调比例。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 2%是全国总体调
整水平。即算全国的“总账”，是 2024 年全部
退休人员平均每人每月基本养老金涨 2%。
但算个人的“小账”，并不是每名退休人员都
按 2%的涨幅增加基本养老金。

具体到个人，会涨多少，怎么计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继续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
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重点向养老
金水平较低群体倾斜。

定额调整是指同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
不论养老金水平是高是低，都按统一的金额
上调。

挂钩调整是指与退休人员本人的缴费
年限和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相关联进行调
整。前者体现长缴多得，后者体现多缴多得，
因此每个人的挂钩调整金额会存在差异。

适当倾斜是指适当提高部分退休人员
的待遇调整水平，包括高龄退休人员、艰苦
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等，体现了对重点群体的
关怀。

个人最终的调整幅度由上面三部分加
总来决定。 “按照这一调整办法，最终每个人
养老金的实际增长比例各不相同，养老金水
平较低的退休人员上调的幅度会更高一
些。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
心主任郑伟说。

未来几年， 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生育高
峰出生人口陆续达到退休年龄,领取养老金
的人数将有所增加。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分析表
示：“随着退休人员增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也会增加。 但只要收入大于支出，就能在相
当程度上维持制度的可持续性。 ”董克用说，
2024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7.5 万亿元、支出 6.8 万亿元，当期收支略有
结余，运行保持平稳。

在养老金当期收入中， 有各级财政、特
别是中央财政的补助。 据介绍，近年来中央
财政进一步加大补助力度，地方各级财政也
积极落实养老金支出责任。

“过去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省
级统筹。 由于参保人员年龄结构差异等原
因，少数地区出现了收不抵支，当时主要靠
中央调剂来解决。现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实现了全国统筹，运用了新的机制，对困
难省份的支持更加有力。 ”董克用介绍。

专家表示，从长远看，养老金还有储备。
2024 年，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
结余 7.1 万亿元。 同时，全国社保基金有超
过 2.6 万亿元的战略储备，中央层面已划转
国有资本 1.68 万亿元充实社保基金。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惠及约 1.5亿退休人员！
2025年基本养老金再涨 2%

新华社记者 姜琳

（上接一版）使用和激励机制，建立起覆盖全县、动
态更新的 1200 余名乡土文化能人库，常态化组织开
展业务培训、文艺展演、评奖评比等活动，成功孵化
42 支扎根泥土、各具特色的文化社团。

支撑这股内生力量的，是乡土人才、专业人才、
志愿服务、研究创作和智库专家“五支队伍”协同发
力。 在塘坊坝社区联合子中心，68 岁的下岗职工彭
长明书法功底深厚，被社区聘为专职管理员兼公益
书法老师。 他不仅负责场馆日常运营，更将自己的
特长倾囊相授。

“从最基础的握笔、运笔教起，看着娃娃们从歪
歪扭扭到写出有模有样的字，再累心里也甜！ ”彭长
明笑着说。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50 余名学员坚持学
习，其中 12 岁的李梦涵进步神速，成为社区小有名
气的“小书法家”。

同时，专业力量的提升也在同步进行。 镇坪持
续优化文化馆、图书馆人员配置，加强专业技术人
员的引进、培养、管理和考核，邀请国家和省市业务
师资来县开展业务指导和技能培训，定期输送专业
技术人员外出培训、进修和继续教育。

这种“内外结合”的人才支撑体系，带来了质的
飞跃。 钟宝镇新坪村的“村花”们，早已跳出单一广
场舞的圈子，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她们系统掌握了
现代健身舞、传统莲湘舞、地方彩船舞等 10 余种舞
蹈。 她们的舞台，也从村头巷尾，一路跳到乡镇街
头、市县汇演。

在“唱乡韵·同富裕”首届全民村歌大赛、“文动
镇坪·镇镇出彩” 百姓大舞台、“读盐道·品乡愁”全
民阅读推广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中，村民们积极参
与。 58 个村和 7 个社区深入挖掘本村历史、特色产
业、人文精神、发展愿景，自发创作村歌、舞蹈。

场景扩容：盘活沉睡资源

要让文化真正活起来， 仅有热情和人才还不
够，空间载体是基础。

面对乡村文化设施“建后利用率不高、使用热
度不足”问题，镇坪以巧思激活沉睡资源———打造
新型文化空间，结合城镇建设改造、公共设施提升、
景区功能配套，重点在城市街区、机关院落、人行步
道和 4 个社区、3 个搬迁社区、乡村振兴示范村以及
县内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酒店、民宿农庄等人口集
中区和游客集散地，持续推进“国心书房”“文化驿
站”“非遗展馆”等文化阵地建设，将全县 249 个公共
文化设施信息“晒”在阳光下，一键预约，畅通无阻。

创新不止于此。 镇坪创新搭建城乡一体化的公
共文化资源共享平台，设立阅读、音乐、绘画、展览

等互动式体验专区，形成“示范点+非遗+研学”吸睛
又吸“金”的新业态。

塘坊坝社区联合子中心便是资源盘活的典范。
曾经的闲置房变身为 600 平方米室外场地和 200 平
方米室内活动空间，集书法、舞蹈、棋牌室于一体，日
均接待超百人次。 月亮岩民宿（读书角+诗会）、小石
山居（非遗展示）、溪汐里（露天影院+百姓舞台）等，
纷纷“长”出文化新功能，成为集阅读、演艺、传承、观
影、打卡于一体的“网红”文化新地标。

“让每一处设施都物尽其用，让每一位百姓都能
便捷享受文化服务， 是我们公布 249 个设施信息的
初衷。 ”工作人员的话语，道出了共享真谛。

文化生“金”：滋养精神也催生经济效益

当文化血脉融入城乡、滋养精神的同时，也催生
经济效益。 镇坪探索“文化引领赛事经济，文化赋能
旅游经济”的融合路径，打造“文体旅”融合新样板。
以全国少儿围棋赛等赛事活动为引领，配合实施 21
项文旅融合示范性活动，保持“季季有主题、月月有
活动、周周有好戏”服务共享氛围。

年俗文化节、农民丰收节、亲子“纳凉”活动等场
合成为乡土经济的“黄金展台”，手艺人扎鞋垫、织毛
衣、做糖人，农户售卖腊肉、蜂蜜等特产，实现户均增
收超过 1.5 万元。

文旅融合的示范效应尤为显著。 竹节溪村月亮
岩民宿集群将闲置农房改造为特色民宿，短短 10 个
月收入 20 余万元，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自去年
开业以来，每逢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 老人们都说，
自搬迁以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布舍”老板娘谭大
艳笑着说。

夕阳染红秦巴山峦，塘坊坝社区传来悠扬乐声。
舞蹈室里，10 岁的晏子欣挥汗如雨， 反复打磨着街
舞动作；书画室内，刘修成的毛笔在宣纸上挥洒自
如。 几十公里外，竹节溪村的篝火跃动，映照着村民
的笑脸。

2024 年，镇坪“文共体”建设入选“中国改革年
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成为陕西省唯一入
选文化和旅游部“文化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计划”
的课题。随着“文共体”的根系在镇坪大地越扎越深，
更多村庄正经历着破茧成蝶的蜕变。

从被动接受的“送文化”，到主动参与的“点文
化”，再到内生创造的“种文化”，镇坪的探索深刻表
明：基层文化服务的生命力，在于回归群众主体。 正
是这场静水深流的蜕变，让文化的种子深植乡土沃
壤，为乡村振兴注入绵绵不绝的动力。

深耕善治夯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