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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 7—8月，农业农村部组
织开展了 2024年第二次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例行监测工作，抽检蔬菜、水果、畜禽
产品和水产品等 4 大类产品 7523 批次样
品，涉及 104个品种和 130项参数，总体合
格率97.7%。

据介绍，今年第二次例行监测共抽检
了 31个省份的 897个蔬菜水果生产基地、
129辆蔬菜和水果运输车、295个屠宰场、
167个养殖场、205辆水产品运输车、521个
暂养池、715个农产品批发（农贸）市场。监
测结果显示，蔬菜、水果、畜禽产品、水产品
合格率分别为97.5%、98.6%、99.4%、95.1%。

从监测品种看，抽检的蔬菜中，水生
蔬菜、食用菌、茎类蔬菜全部合格，瓜类、
芸薹属类、茄果类蔬菜合格率均在 99%以
上。抽检的水果中，苹果、西瓜、柑橘、葡

萄 等 品 种 合 格 率 分 别 为 100% 、100% 、
100%、98.7%。抽检的畜禽产品中，猪肝、
禽蛋、猪肉、羊肉、牛肉、禽肉合格率分别
为100%、100%、99.9%、99.4%、98.5%、98.2%。
抽检的水产品中，对虾、大黄鱼、鲢鱼全
部合格，鳙鱼、鲤鱼、鲫鱼合格率分别为
99.3%、99%、97.8%。

按照随检随报、随报随转工作机
制，农业农村部已及时将发现的不合格
样品信息转送地方农业农村部门，要求
限期查清问题、跟踪处置、上报情况。
同时，统筹推进重点问题品种药物残留
攻坚治理，实施精准监管；探索建立产
地准出分类把关监管制度，根据种养主
体 不 同 风 险 等 级 ，推 动 实 施 差 异 化
监管。

龙新

2024 年第二次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97.7%

双手托举三代人的希望
（上接第一版）

“高酿大米”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离
不开科技的赋能。无独有偶，走进渡马镇
新民村马田坝，农机手抢抓农时，驾驶收割
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
的丰收景象。

“我今年种植 250 余亩‘野香优莉丝’
‘又香优龙丝苗’等优质稻，种植全程机械
化，省时、省力、高效，加上有技术等方面的
支持，预计产量有 25万公斤。”新民村水稻
种植大户杨汉林说。

新民村马田坝水稻种植示范基地是天
柱县千亩高产水稻示范区之一，种植水稻
面积1002.6亩，预计产量达750公斤/亩。

渡马镇的水稻种植，也是采用水稻优
良品种、无纺布钵苗集中育秧、合理密植、
全程机械化种植、“两增一调”种植等现代
化农业种植技术，有效提高水稻产业质量
和效益，确保了粮食稳产丰产。今年平均

亩产 757.9 公斤，比去年增长 27.11%，亩产
最高833.42公斤。

近年来，天柱县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优势，积极选育、培育本地主导特色产
业，深耕“合作社+大户+农户”模式，建设水
稻高产示范区约4万亩。组织开展“科技到
田”，推动“专家产量”向“农民产量”转化，

“高产试验示范田产量”向“大田产量”转

化。通过统一供种、统一育苗、统一管理，
大力推广绿色高效稻油轮作耕作制，并采
取“优质高产水稻品种+无纺布钵苗育秧+
两增一调+规范栽插+病虫绿色防控”的方
式，主推“野香优莉丝”“又香优龙丝苗”“兆
优 5455”等高产、优质、抗倒伏的水稻品
种。形成“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的产业
发展格局。目前，示范区水稻目标单产600
公斤以上，带动全县 17.11万亩水稻亩均单
产提升 20公斤以上，有效提高了粮食产量
和品质，提升了粮食供给保障能力。

贵州天柱：17万亩水稻迎丰收

全国再生稻现场推进会在四川召开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

艳玲 王田）10 月 10 日，农业农村部种植
业管理司会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在四川省泸州市召开全国再生稻现场
推进会，观摩再生稻生产现场和科技创新
展示中心，系统总结再生稻生产的经验做
法，交流重点省份、科研专家、农机企业和
种植大户的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促进再生
稻单产和品质“双提升”的对策措施。

会议指出，水稻作为最重要的口粮品
种，对我们守住“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再生稻作为
我国独有的一种创新性、高效性稻作方
式，是南方地区利用光热资源“多蓄一茬
稻、多收一季粮”的重要措施，具有增粮增
效、节工节本的综合效益。

会议强调，要坚持扩面积、提单产、优

品质，进一步加大再生稻发展政策支持力
度，逐年扩大再生稻蓄留面积。要加快良
种良法良机配套，促进再生稻专用品种、
配套农机和综合技术集成推广，进一步提
高技术覆盖率和到位率，切实降低头季收
获碾压损失，稳定提高再生稻产量品质。
要坚持统筹兼顾头季稻和再生稻，启动实
施南方头季稻再生稻“两季吨粮”提升行
动，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逐步实现
两季亩产超吨粮。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种植业司司长
潘文博主持会议并讲话，四川省副省长胡
云出席并致辞。13个再生稻生产省份农业
农村部门，四川泸州市、安徽霍邱县、湖北
洪湖市，以及有关科研院校专家、研发企业
和种植大户代表交流发言。农业农村部相
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近日，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百亩红柚新品种示范基地迎来大丰收，志愿者们在果农
的指导下，进行采摘、分拣、装袋、打包。近年来，南安市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思路，运用

“合作社+基地+果农”利益联结机制，通过种植补贴、设施配套、技能培训等方式，引导村
民大力发展红柚、脐橙、柑橘等特色水果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谢贵明 摄（来源：大国三农）

□□ 新华社记者 董博婷 范思翔

在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
表大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大会，
向全国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致
以诚挚问候，寄以期待与厚望。

大家表示，一定不负总书记的嘱托牢
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在矢志奋斗中
书写中国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强调‘中国红十
字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为中国红十
字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
秘书长李立东表示，“要进一步强化政治引
领，把党的建设工作和业务工作同谋划、共
部署，坚持政治效果、惠民效果、社会效果
相统一，把新征程上党对红十字事业发展
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提出“聚焦高质量
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的要求，这让浙
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周澍深受
鼓舞。近年来，杭州通过搭建数智平台，让
急救从“偶遇”变成“响应”，驱动构建智慧精
准、公众参与广泛的新型应急救护体系。

“我们要认真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继
续以数字化改革推动红十字事业系统性重

塑，通过大胆探索实践，构建适应新时代发
展要求的红十字工作发展体制机制，系统
提升红十字会履职能力。”周澍说。

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如今我国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20.4 万个，1700 多万名会员、293 万名志愿
者活跃在城乡社区，服务在群众身边。

“只有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才能发挥好‘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的作
用。”重庆市红十字会组织宣传外联部部长
秦红梅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将总书记的
嘱托迅速、全面、深入地宣传贯彻到全市各
区县的红十字基层组织中去，“要鼓励带动
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深入基层，
在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上走稳走实。”

“公信力是红十字会的生命力和生命
线，也是提高人道筹资工作的重要保证和
必要条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筹资与财务
部副部长苏焱对习近平总书记信中强调的

“加强公信力建设”产生共鸣。她表示，未
来工作中将更加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各项工
作，加强内控监督管理，敢于刀刃向内，主
动接受监督，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及时得
到落实。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保护人的生
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和平进
步事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宗旨，应急救援是

中国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与法定职责。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甘肃

省临夏市河州综合救援中心的救援队员徐
磊回想起去年冬天奋战在积石山地震救援
一线的经历，他说：“提高人道服务能力是
实现红十字会宗旨和使命的关键。我会把
总书记重要指示同使命职责结合起来，提
升能力本领，在危难中托举希望、为民服
务，用实际行动诠释红十字精神。”

为人民生命健康守岗，为人类进步担
当。新时代，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人道主
义事务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中要求‘积极参
与和支持国际人道主义事业’，是对新时代
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更高要求。”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晓超表示，在应
对当前全球日益增长和日趋复杂的人道需
求中，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在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的统一部署下，积极开展国际人道主
义援助和民生项目建设，“以中国经验助力
全球人道主义事业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红十字力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
护师、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秘
书长刘小娟表示：“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殷切
希望落实到日常的护理志愿服务中，为人
民群众带来更多健康福祉，助力以人民为

中心的健康事业发展，为进一步筑牢中国
式现代化健康根基贡献智慧和力量。”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红十字工
作的领导和支持，为红十字会依法履职创
造良好环境和条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致信中提出的要求。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宋玫表
示：“我们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致信
精神，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领导，把
红十字阵地建设融入党群服务中心、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全面提升人道服务能力，
创优政策环境，更广泛动员辖区的人道资
源，帮助解决红十字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体
制机制问题，为红十字会依法履职创造良
好环境。”

凝聚奋斗力量，绘就新的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许，更加坚定

了全国红十字青年网络主席、复旦大学博
士生侯东岳继续积极团结青年伙伴，为我
国红十字事业砥砺奋进的决心：“将以红十
字生命教育为主题组织开展青年主导的应
急救护、健康教育、扶危帮困等各类特色志
愿服务项目，同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
志愿者一道，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传播人道
精神，为中国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青年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勇担时代重任 书写人道事业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激励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矢志奋斗

（上接第一版）
“成德农家宴”农家乐的店门前，村民

彭夏英将灰白的长发挽成一个干净利落
的发髻。“成德农家宴”是神山村的第一家
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共有 12家农家乐，在
村旅游产业协会的共同带领下，统筹分配
客源、提升管理品质，“去神山村吃土菜”，
已经成了周边许多市民节假日的“念想”。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家，坐在
堂屋里和我们唠家常，吃糍粑。他关心我们
农民的收入，一项项帮我算着家里的收支
账。那时候，村里的产业才刚刚起步，说实
话，乡亲们的账本还不那么好看，但现在乡
亲们家家都有了‘聚宝盆’。”彭夏英跟记者
介绍着家里的情况，手下一刻不停地忙碌
着，准备菜肴、收拾庭院、打扫卫生……

“总书记是春节前夕来的，那个春节刚过就
有几位外国游客到我家来，想吃我们地道的

‘土菜’，我按着自己家里的做法给他们做了
几道，他们临走时硬留下了100元餐费。”

外国游客离开的当天晚上，彭夏英就
跟丈夫张成德商量，把农家乐开起来，

“总书记嘱咐我们老区人民不能掉队，咱得
自己争气。”那年的正月二十，“成德农家

宴”就开起来了。彭夏英掰着指头告诉记
者，这些年，家里的农家乐、民宿、茶园各有
一份收入，在村合作社经营的黄桃园里还
有一份“股权”，“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心里
托底得很。”

“政府可以扶持我们，但不能抚养我
们。”说起这些年神山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之路，彭展阳如数家珍，村里成立了黄桃、
茶叶两个合作社，为村里的脱贫户每户筹
集产业发展资金2.2万元入股，目前已经发
展种植黄桃 460 亩、茶叶 200 亩；标准化发
展神山糍粑、农家乐、精品民宿、研学基地
等产业，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裹进产业链
里，打糍粑、做农家饭、当讲解员，享受薪
金、租金、股金三重收益，人人有事做有钱
赚；利用山里毛竹资源丰富的特点，建起了
竹艺品加工厂，开发了各种精美的竹制手工
艺品，打造了“神山竹酒”，来村里研学的游
客赏过竹景，还可以带回一份翠竹的绿意。

“牢记总书记嘱托，日子还能更甜”

2016年2月2日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
过书包等学习用具的左伟波现在已经是四川
大学生物科学专业的大学生，“习爷爷叮嘱我

们山里娃，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用之才，
这样的叮嘱我一直记在心上。我从小就对大
山里的各类生物感兴趣，现在学习生物学，以
后学成要为家乡的山山水水作贡献。”

“牢记总书记嘱托，日子还能更甜。”左
伟波的父亲左香云说，总书记来到神山村，
不仅仅是给神山村带来了人气、福气，更是
给人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勇于实现梦想的种
子，“那一年，总书记就是在我家门前和乡
亲们一起打的糍粑。现在这个地方竖起了
一面笑脸墙，家家户户的笑脸映在上面，乡
亲们奔向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

物质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神山村人
的精神生活也在日益丰富。

2023 年 1 月 15 日，左香云当选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村民熊吉甫特
意找到他“捎话”：“一定要替我们感谢党中
央，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没有他的关怀就没
有神山村的今天。”“还有，要防止因病返
贫，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如何提前
介入大病救助。”

左香云打开本子，一字一句记下来自
乡亲的心声。

如今的神山村，拥有着“全国文明村

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
示范村”等一系列荣誉，彭展阳给记者翻开
一本红色的积分册，“收集 10个矿泉水瓶、
一斤纸壳，积 5分”“农家乐被游客表扬了，
积 10 分”“卫生搞得好，积 15 分”……一行
行记录，体现着神山村的“村美人更美”。

“为了提高村民的文明意识，村里制定
了‘文明指标’规章，村民根据积分可以换
取一些日用品。村里还搞了‘最美神山人’
评比。大家对这些活动兴趣可高了，冲的
不是那几个积分几块香皂，冲的是人人争
先的心气！”彭展阳说道。

结束采访，离开神山村前，彭夏英给记
者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打起攻坚
战，过起新生活；唱起幸福歌，温暖暖心窝；
做个好人有好报，好花结好果；心中有梦无
难事，酸甜苦辣都是歌……”

“2020年，我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的
荣誉称号，在会场上，我又见到了总书记。
我好想跟总书记说说话啊，如果有机会，我
想告诉他，请您放心，神山村富了，房子修
好了，乡亲们都过上了好日子，神山村的乡
亲感谢您。”彭夏英走在落英缤纷的山路
上，她要忙着去收拾自己那片小茶园。

（上接第一版）懂得了如何进行常见农作
物病虫害的预防治疗，自创了一套大棚辣
椒种植新技术，比别人的辣椒产量高、上
市早、效益好。

扶上马再送一程 产业致富
品尝幸福

2016年，政府发放的6000元产业扶贫
资金给董贺勤带来了一场“及时雨”。“我
的种植技术过关了，辣椒也得到市场的认
可，想扩大规模，但实在没有本金。”董贺
勤说，获得政府的产业扶贫资金后，他新
建了钢构大棚，扩大了规模，2017年，他种
植辣椒的收入达到 23 万元，不仅顺利脱
贫，还清了所欠外债，家中还建起了两层
小楼房。2018年，董贺勤的大棚种植面积
达50多亩。

董贺勤从来不怕苦与累。别人家种同
样的地要雇好几个工人，可他只要自己干
得动绝不雇人，就是为了节省人工、多挣些
钱。他干农活格外认真仔细，施肥打药不
偷懒，辣椒苗种得笔直齐整，就像机器勾线
一样，大棚地里几乎没有杂草，结出来的辣
椒比别人家的个头大不少。

通过奋斗脱贫致富后，董贺勤还积极
带动村里的贫困户脱贫。为引导大家发
展大棚蔬菜种植，他在贫困户中宣传政府
产业扶贫项目的重要作用；为提高乡邻的
大棚辣椒种植水平，他举办大棚种植技术
培训班，并在自己的大棚里边讲理论边实
践；为确保贫困户大棚蔬菜的稳定收益，
他与镇村包保干部共同为周边贫困户选
购优良蔬菜品种、大棚钢架等，从栽植、管
理到销售提供一条龙服务。一分耕耘，一
分收货，董贺勤在大棚种植路上不仅使全
家致了富，而且带动全村共同发展，受到
了周边老百姓的称赞。

火红日子越干越带劲 最好
的感恩是奋斗

“我真心感谢党的扶贫政策，让我的
人生发生了大转变。”2017年 7月 1日，董
贺勤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将
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
入党组织，更好地发挥脱贫示范带头人作
用，带领更多贫困户加快脱贫步伐，共奔
小康社会。”2018 年 11 月，64 岁的他终于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如今，3个孙子（女）都已经参加工作
了。凭着这些年的积累，董贺勤的人生本
可以“躺平”，然而他却没有因此停歇，反
而种辣椒、种毛豆更起劲了。“今年辣椒价
格特别好，地头收购价都卖到了 5块钱一
斤，所以每亩地的效益都在万元以上。每
天都在地里忙得不亦乐乎，最多一天要雇
40个工人来采摘。”老董说随着种植技术
的提高，辣椒的施肥打药等田间管理都已
经实现了机械化，比早些年省时省力，所
以还想再扩大种植 10亩地。自己虽然已
经年过 70 岁，但由于天天在田间地头劳
动，身体素质比同龄人好很多，所以想趁
着身体好“撸起袖子加油干”，把辣椒这个
产业继续做下去。

虽然早已成为百万元户了，董贺勤依
然很“抠门”，至今用的还是一部老掉牙
的、无法上网的老式手机。他说，这台手
机由于不够智能，导致自己的很多客户无
法实现网络支付货款。所以准备更换一
部智能手机以方便客户。时代已经悄然
变化，以前总想着节省些劳动力、少雇些
人，后来发现由于人手不足导致辣椒和毛
豆的采摘新鲜度打折价格受损，最后得不
偿失。所以，董贺勤也在努力学习、改变
自己，适应当今时代。

□□ 新华社记者

“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
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

在重阳佳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对他
们予以亲切勉励，向全国的老年人致以诚
挚问候。

这封回信传递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年
人的深情关怀、对老龄工作的深深期许，让
广大老年人和老龄事业工作者倍感温暖、
信心倍增。

2003年，一批老专家、老教授在全国老
龄委组织下来到欠发达地区发挥余热，拉开

“银龄行动”序幕。此后，“银龄行动”老年志
愿者规模不断扩大，已累计 700余万人次。
年过八旬仍坚守岗位的“人民医护工作者”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路生梅正是其中之一。

前不久，路生梅和其他“银龄行动”老
年志愿者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参加志愿服务情况，表达继续发挥专长、回
报社会的决心。

收到总书记回信，路生梅非常欣喜，为民
奉献的力量更足了：“作为一名医生，为病人
解除病痛没有退休年龄。我是祖国培养起来
的，现在虽然体力不如年轻人，但头脑还清
晰，只要人民还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退休医生到困难地区开展义诊；银发
教师走上新的讲台；各类行业老专家倾囊

相授，为受援地培养出一批批“带不走”的
人才队伍……截至目前，“银龄行动”已开
展援助项目 4000多个，成为促进老年人老
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

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要负责
组织“银龄行动”科技志愿服务，近年来已
开展近5万场“大手拉小手”科普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对我们既是肯
定也是鼓励和鞭策。”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
者协会副会长王延祜表示，将继续组织科
技界老年志愿者开展决策咨询、科学普及
等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知识，
厚植科技创新的土壤。

正是丰收好时节，河北邯郸魏县爱耕
种植专业合作社数千亩农田，沃野生金。

“河北农科院的退休专家们不仅帮我们
选种，还指导我们开展水肥一体化管理和机
械化种植。我们合作社这些年连年增产，少
不了‘银龄行动’的功劳。”爱耕种植专业合
作社种粮大户李西林说，“总书记在信中称
赞老年志愿者们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
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他们不仅是专
业上的老师，也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榜样。”

前不久，全国老龄委对深入开展新时代
“银龄行动”印发指导意见，将“银龄行动”的
参与主体由老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全体老年
人，活动形式新增参与社区治理，活动主题
由援助为主扩展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深刻指出：“老
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让民政部
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张晓峰更坚定了进一步

完善老有所为平台和渠道的信心决心。
“从 5 个省份开展试点到 31 个省份全

面推开，当前‘银龄行动’呈现出参与人数
多、受惠地方广、社会效益好、带动效果强
的特点。”张晓峰表示，下一步，老龄司将立
足发挥各级老龄委、老龄办职责作用，不断
健全完善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政策举
措，推动“银龄行动”提质扩面。

歌声悠扬、掌声不断……10日，陕西省
西安市高陵区崇皇街道泾欣园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一楼，社区志愿者李素琴和她的“老
伙计”们以一台精彩演出，为20多位社区高
龄老人庆祝集体生日。

“人老心不能老。正如总书记所说的，
老年人要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
心态和进取精神。”李素琴表示，退休后，志
愿服务就是她新的事业，让她感受到了满
满的充实感和成就感，成为她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要让老年
人安享幸福晚年离不开各级党委和政府、
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专门讲到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老龄工作，这让
我们深感重任在肩。”天津市民政局养老服
务处处长赵康建介绍，天津市 60岁以上常
住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4%。提高养老服务
工作质效迫在眉睫。未来天津将在深耕嵌
入式养老、建好老年食堂、实施适老化改造
工程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培树“津牌养
老”服务品牌。

“智慧食堂”为前来就餐的老年人打造
专属菜谱，“孝心车位”为看望老人的子女
提供便利……在浙江省杭州市翠苑一区，
养老服务一直是社区工作重点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老年人的
急难愁盼问题’。”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的回信，翠苑一区社区党委书记项菲
菲对今后工作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老
年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老年人生活
得更舒心更快乐就是我们工作的目标。”

2024 年 10 月 是 我 国 第 15 个“ 敬 老
月”。连日来，从走访慰问养老机构到组织
老年人参与文体活动，再到开展法律服务
助老护老，各地敬老活动精彩纷呈。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部署老龄工
作时强调‘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这是我们
未来工作重点之一。”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
王绍忠表示，下一步，将以“敬老月”活动为
抓手，广泛动员各方资源和力量，多为老年
人办实事、做好事、献爱心，助力打造老年
友好型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老年人生活保
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这让来
自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72岁的老人许剑平
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从养老金到医保再到高龄补贴，各项
保障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兜底。老有所养有
依靠，老有所为有动力。我们要在社会生
活各个舞台上发光发热，展现桑榆担当。”
许剑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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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老当益壮，发挥余热展现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的回信凝聚“银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