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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还分别邀请到
多位专家学者及优秀社区书
记代表作主旨演讲——既有
深耕社会治理领域、富有建
树的权威专家，也有来自基
层治理一线、无私奉献的优
秀社区书记，通过畅所欲言，
发表真知灼见，让在场基层
干部受益匪浅。

其中，中央社会工作部
原筹备一局牵头负责人、中
国社区发展协会会长陈越良
带来“深化落实‘三个如何’
重要指示 解锁基层治理

‘幸福密码’”主旨演讲。演
讲围绕深刻理解基层治理幸
福密码的时代内涵、动力源
泉及其实践效能等内容，分
享了该如何答好“三个如何”
这一时代命题。

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七一
勋章”获得者林丹则以亲身
经历为引，讲述社区治理的
点点滴滴，既有成功案例的
喜悦分享，也有面对挑战的
深刻反思，为基层干部队伍
实际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

与启示。
牢记嘱托，砥砺前行。

十年来，鼓楼区始终用“民生
之福”答好“时代之问”，在创
造高品质生活方面，鼓楼区
每年安排近80%的财力用于
民生支出，每年兴办50件为
民办实事项目，开创性推出
集团化办学、“一刻钟幸福
圈”等一大批改革举措，在全
国率先实现“长者食堂·学
堂”社区全覆盖，“一线处置”

“两会一员”等机制获评全国
优秀案例。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鼓楼区委书记黄建新表示，
站在10周年的新起点，鼓楼
区接下来将继续坚定不移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
奋勇前进，用心用情解决好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
完善区、街镇、社区三级社会
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一
刻钟幸福圈”、“长者食堂+”、
集团化办学办医等民生领域
各项改革，让一桩桩民生实
事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民生之福”答好“时代之问”
鼓楼区举办“深化落实‘三个如何’重要指示 解锁基层治理‘幸福密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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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
区考察时作出“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
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
平安、更幸福一些”的重要指示，为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十年来，鼓楼区历届区委区政
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将幸福逐步具象化。十年回首再出
发，昨日，中共福州市鼓楼区委、鼓楼区人民政府等共同
主办的“深化落实‘三个如何’重要指示 解锁基层治理

‘幸福密码’”研讨会在鼓楼区举办，一场关于解锁幸福密
码的头脑风暴就此展开。会上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
探寻“三个如何”的治理密码，为鼓楼区的未来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和希望。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冯仕政
发言表示，十年来，鼓楼区
以回答好“三个如何”为主
线，始终把人民群众需求作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省市改革发展大局
中，当龙头走前列，做示范，
构建了以党政主导，群众自
治，多元共治为特色的基层
社会治理新模式，留下了极
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

成果。举办此次活动，不
仅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殷殷嘱托的重要举措，
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的积极行动，更是全面提
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加
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
有益探索。

活动现场还为“田野课
堂教学基地”揭牌。据了
解，“田野课堂”是贯彻党中

央“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和“三全育人”要求，扎实推
进一流学科建设而启动的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田野课堂着力克服
传统课堂模式在教学的时
间和空间、内容和逻辑上
都高度封闭的不足，致力
于通过扎根真实、鲜活、开
放的社会现场，推动田野
与课堂的有机循环、迭代
生长，培养人格完整健康、

家国情怀深厚，富有判断
力、决断力和完成力的高
素质人才。”冯仕政表示，
此次鼓楼区设立“田野课
堂教学基地”，将进一步借
助高校人才、专业资源优
势，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助
推鼓楼高质量发展的理
念、思路与举措，谱写校地
合作新篇章，为鼓楼、为福
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青春
力量。

理论与实践共舞 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

智慧碰撞 共绘基层治理新蓝图

“田野课堂教学基地”揭牌

海都讯（记者 吴雪薇）
昨日，记者从福建省统计
局获悉，2024 年人口变动
情况抽样调查入户登记工
作，于 11 月 1 日零时正式
启动。

本次人口变动情况抽
样调查对象，为抽中住房
内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的人，调查将以户为单
位进行，既调查家庭户，也
调查集体户。应在户中登
记的人包括:1.调查标准时
点居住在本户的人；2.户口
在本户，但调查标准时点
未居住在本户的人。

调查方式为由政府统

计调查机构派调查员到住
户家中进行登记，调查对
象也可通过互联网，使用
微信小程序自主填报进行
登记。同时，调查员要参
考部门行政记录等资料开
展复查、核查，确保调查登
记真实准确、不重不漏。

本次调查的内容将包
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
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
程度、迁移流动、工作、婚
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
等。调查标准时点是 2024
年11月1日零时；现场工作
时间则自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30日。因此，在 10月 10

日至 11月 30日期间，调查
员将佩戴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统一颁发的证
件入户开展工作。为节省
登记时间，调查住户可提
前了解家（住所）中每一位
成员的公民身份号码、受
教育程度、工作情况、外出
成员的现住地址等基本信
息，在调查员入户登记时
进行申报，保证调查登记
的准确性。选择自主填报
的调查对象，可在调查员
上门时予以说明，并在调
查员指导下，按照提示步
骤于11月1日至11月11日
期间完成填报。如果住户

在 11 月 11 日 24:00 之前没
有完成自主填报，调查员
将于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15
日入户进行登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规定：统计调
查对象应当依法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提供国家统
计调查所需要的资料。调
查对象提供的信息会经加
密处理后，直接上传至国
家统计局数据库，各级政
府统计机构及其统计人
员，将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统 计 法》的 规
定，对所提供的个人信息
予以保密。

我省抽样调查人口变动情况
入户登记工作1日起正式启动，调查将以户为单位进行

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日前，福建省“八闽儿童心
向党”电影公益放映活动
在全省九地市一区 80 所
乡村中小学全面实施，每
所学校放映1场电影。

10月31日，莆田市涵
江区国欢中心小学组织放
映《我和我的祖国》；11月
1 日，福州市西园中心小
学组织放映《志愿军：存亡
之战》，开启了全省“八闽
儿童心向党”电影公益放
映活动的序幕。

在观影的过程中，福
州市西园中心小学的同学
们再一次重温先锋征程，
接受了一次革命洗礼，从

中汲取磅礴的榜样力量，
对同学们来说具有深刻的
教育意义。观影后，同学
们热烈地讨论电影中的情
节，积极分享观影体会。

接下来，省电影发行
放映协会将继续深入全省
其他学校，结合《志愿军：存
亡之战》《古田军号》《建国
大业》《长津湖之水门桥》
《智取威虎山》《我和我的祖
国》《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银河补习班》《攀登者》《万
里归途》等 10部优秀电影
作品，开展福建省“八闽儿
童心向党”电影公益放映活
动，进一步加强和创新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10月31日，海都记者从泉州
文旅集团获悉，2024第六届
海丝泉州古城徒步穿越活
动将于12月1日举行，11月
1日启动报名。

泉州“古城徒步”已逐
步成为省内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城市活动，是“宋元中
国·海丝泉州”城市品牌的
重要宣传载体。据介绍，本

届古城徒步活动将升级玩
法，全新规划四条徒步线
路，除了 6km、15km、30km
外，主办方还精心组织了一
条串联“世遗点位”，围绕

“遗梦匠心、古韵刺桐、非遗
巷遇、烟火寻味”四大核心
主 题 深 入 展 开 的“ 美 食
线”。“美食线”以定向探索
的形式，徒步者通过团队默
契、合作等寻找点标任务，

享受来自文化与美食的双
重盛宴。

记者了解到，本届古城
徒步活动融入了更多AI智
能科技手段，通过利用智能
手机应用程序、定位系统、
物联网技术等，让徒步参与
者拥有更为数字化、智能化
的体验。

发布会当晚，记者就感
受到了炫酷光影与非遗文

化相结合的视觉盛宴。在
改造升级后的泉州工艺美
术合作社全新场地，主办方
运用灯光秀、激光雕刻、激
光跑人绕场等最新激光科
技，巧妙设置徒步演绎、南
音、提线木偶、南少林五祖
拳、花灯、珠绣六大艺术展
示窗口，在一面墙的六个窗
口中，体验科技与传统文化
的大交融。

福建省“八闽儿童心向党”
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启动

徒步古城“寻真味”
第六届泉州古城徒步穿越启动报名

古城徒步穿越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