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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动员作为将战争潜力转化为战争
实力的关键环节，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
局，意义极其重大。扎实做好各领域、各
层次的动员准备工作，是筑牢国家安全基
石、有效应对各类安全威胁的必然要求，
须臾不可放松。

国防动员领域比较广泛，总体上可分
为武装力量动员、政治动员、经济动员、
人民防空动员、交通动员、装备动员、科
技动员、信息动员等，其中经济动员、交
通动员、装备动员、科技动员、信息动员
等也统称为国民经济动员。

政治动员是首要。政治动员在国防动
员中占据首要地位，直接影响到战争或其
他安全威胁的进程和结局。主要内容是实
施有效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作和外交活
动动员。目的是统一军民思想，凝聚国内
社会政治力量，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激
发军民的战斗意志。

武装力量动员是核心。武装力量动员
是国防动员的主体和核心，通常指国家为

应对战争或其他安全威胁，将武装力量由
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所进行的活动。主
要包括常备军动员和后备力量动员，也就
是现役部队动员、预备役部队动员及民兵
动员等。现役武装力量要在最短时间内完
成平战转换，预备役武装力量要保持准军
事状态，一旦国家发出动员号令，能够做
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快速
高效的人民武装力量动员是保证战争打赢
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动员是基础。经济动员是赢得战
争及其他安全威胁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
障。经济动员是将经济体制全部或部分从
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进行的动员。战争
看得见的是导弹、飞机、坦克的拼杀，背
后是一个国家工业、农业、财经金融、医
疗卫生等基础的博弈，拼到底就是拼经济
基础，因此，国民经济动员的程度直接影
响着战争的胜负。

装备动员是重点。随着高精尖武器装
备在战争中作用的凸显，装备动员的地位

越来越受到重视。装备动员主要包括武器
装备生产动员、民用装备动员、装备保障
力量动员、装备科研动员等。围绕战争急
需，动员研制、生产的武器装备，为战争
胜利提供有分量的筹码。

人民防空动员是盾牌。人民防空是国
之大事，是国家战略，是长期战略。和平
时期为防备敌空袭的需要，动员和组织人
民群众开展人民防空建设；战时为防御敌
空袭的需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人
民防空袭斗争。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
战结合，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

交通运输动员是支撑。国家在战时，
统制铁路、公路、水路、航空、道路等各
种交通运输线、设施和运输工具，保障人
员、物资、装备运输的措施。其任务是保
障军队机动、兵员和武器装备的补充、军
工生产、军品供应、居民疏散、工厂搬迁
的运输问题，以及其他人员和物资的运输
等。根据战争需要，提供快速、便捷、高
效的交通运输支撑。

科技动员是关键。国家在战时，统一
组织调整科学研究部门和专家、工程技术
人员、从事战争所需要科学技术的开发研
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了科技信息机构动
员、科技信息人员动员、科技信息设备与
物资动员和科技信息成果动员等，将科学
技术第一生产力通过动员转换为第一战斗
力，强力助推战争取得胜利。

信息动员是保障。信息动员是指战时
国家统一调控信息资源、技术开发、人才
培养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军事需求的
一系列活动。依据国家的动员令，将国家
信息产业领域的有关部门、机构及国家信
息转入战时状态。根据军队的作战需求，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信息工业
生产能力，提供信息作战的设备、器材，
保障战争中各级信息系统的传递通畅、基
础设施的安全稳定、各类装备的精准使
用。（本报融媒体记者 葛蓓蓓 整理）

聚焦国防动员 解锁关键内容

本报讯 （记者 李娅飞） 2 月
14日，记者获悉，为进一步深化精
神文明建设提质工程，全方位提升
城市文明建设水平，市城市管理局
结合工作实际，于2月10日正式启
动了“城市环境大整治 城市面貌
大提升”行动，该行动将持续至12
月30日。

此次行动围绕九大核心任务有
序展开：一是完善基础设施，全力
确保道路稳固、照明完善，各类管
线及建筑附属设施安全可靠，并强
化市政工地监管，为城市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二是精塑市容市貌，多
措并举治理违规占道经营，清除违
章乱象，规范线缆管理，展现城市
整洁有序的新风貌；三是净化环境
卫生，对河道、道路及环卫设施进
行全面深度清洁，守护城市的洁净
与清新；四是稳保公用事业，全力
保障水、气、暖等公用事业稳定运
行，为城市运转和市民生活提供坚
实支撑；五是严整交通秩序，坚决
纠正非机动车辆乱停乱放行为，规
范城市出行，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
环境；六是精筑优质服务，加强窗
口单位工作人员的文明礼仪培训，
完善服务设施与标准，树立文明窗
口新形象；七是广聚志愿力量，充
分动员系统内外志愿力量，开展形
式多样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传递温暖与爱心；八是弘扬文明风
尚，通过贯彻落实相关条例，发挥
典型引领作用，推进文明行动，加
强网络文明建设，引领社会文明新
风尚；九是强化宣传引导，积极协
调户外广告资源，推进广告设施安
全设置，提升公益广告质量与数
量，营造浓厚的文明城市氛围。

为确保行动取得实效，此次行动要求，要提高认识，明
确职责。各单位部门要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契机，精心组织落
实。要协同配合，求真务实。加强沟通联动，杜绝形式主
义。要全面排查，高标准整改。通过地毯式排查、建立问题
台账、高标准整改及巩固成果等措施，确保问题解决到位。
要常态长效，清洁家园。每周五开展“清洁家园”行动，增
加设施洗扫频次，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发动
群众参与清扫保洁，推动城市管理精细化、常态化。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是提升城市品
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通过九大任务的全面推进和
严格的工作要求，我市环境与面貌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为市
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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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 2月14日，记
者从国家统计局商丘调查队获悉，1 月
份，商丘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下降0.1%，环比上涨0.7%。其中，食品
价格同比下降0.1%，环比上涨2.1%；非食
品价格同比下降0.2%，环比上涨0.3%。

从同比来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
三涨三降两持平。其中，其他用品和服务
价格上涨 4.7%，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7%，
衣着价格上涨 1.7%；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3.4%，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 1.0%，居
住价格下降 0.8%；食品烟酒价格、教育文
化和娱乐价格与去年持平。

从环比来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五涨
两降一持平。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9%，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1.3%，交
通和通信价格上涨 0.8%，教育文化和娱乐
价格上涨 0.6%，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2%；衣着价格下降 0.2%，居住价格下降
0.2%；医疗保健价格与上月持平。

从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因素分析，
受春节因素影响，食品价格环比上涨较
多。1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上涨2.1%，影响
CPI上涨约0.42个百分点。其中，外卖、鲜
菜价格上涨较多，鲜果价格涨幅较小。

外卖价格上涨明显。春节期间，外卖
平台配送骑手减少较多，加之春节期间有
雨雪天气，平台配送费价格均不同程度上
调。外卖价格环比上涨11.3%，影响CPI上
涨约0.15个百分点。

鲜菜价格季节性上涨。1月份，雨雪
天气影响范围大，不利于蔬菜采摘、运
输，拉动菜价上行；春节前，商超、农贸
等环节备货积极，鲜菜市场迎来一波消费
高峰。鲜菜价格环比上涨10.0%，影响CPI
上涨约0.28个百分点。

鲜果价格涨幅较小。春节前，水果市
场走货速度加快，雨雪天气使水果生产、
运输、保鲜等成本上涨。鲜果价格环比上
涨6.1%，影响CPI上涨约0.16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小幅上涨。1月份，非食
品价格环比上涨 0.3%。其中，电影及演出
票价格大幅上涨，汽油、金饰品价格涨幅
较小。春节期间，贺岁档电影定价普遍较
高，电影及演出票价格环比上涨 52.4%；

春节返乡购金人数增多，金饰品价格环比
上涨 3.9%；受国际油价影响，汽油价格上
涨2.5%。

该队分析，春节因素消弭，鲜菜市场
需求回归常态，零售端走货不快，近期鲜
菜价格将呈回落态势。目前养殖端恢复正
常出栏节奏，屠宰企业复工，市场肉品供
应增加，但节后猪肉消费进入传统淡季，
学校、企业、单位食堂采购对猪肉需求支
撑不足，预计近期猪肉价格将偏弱运行。
各环节均按需采购，加之气温逐渐回暖，
蛋鸡产能逐步恢复，市场供应较为宽松，
预计近期鸡蛋价格将呈下行态势。综合以
上因素，预计短期内商丘市居民消费价格
将呈小幅下降态势，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我市1月份CPI同比下降0.1%

2月13日，航拍的睢阳大道北段地下道施工现场。据悉，因商丘动车存车场工程工期延长，受此影
响，睢阳大道地下道的封闭时间也将延长至2025年6月底。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游客在观看传统民俗表演。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摄

游客在商丘古城观看民俗巡游表演。王凯 摄

▲ 2 月 14 日，
工人在刺绣车间忙
碌着。连日来，夏
邑县健锋帽业开足
马力忙生产、赶订
单、抓创新、拓市
场，全力稳增长、
力拼“开门红”。

本报融媒体记
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韩汶舒）“早就听说今天
火神台有非遗鱼灯巡游表演，特意带着孩子来看看，切身感
受一下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2月 12日，睢阳区郭村镇
的宋妍携家带口来到火神台景区参加元宵庙会。

元宵节当晚，睢阳区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火神台
与商丘古城交相辉映的灯光流光溢彩，瞬间点亮了整个夜空，
民俗巡游表演、鱼灯巡游表演、打铁花、猜灯谜等传统民俗活
动轮番上演，吸引了近万名游客参与，共同欢度元宵佳节。

在火神台景区内，一场别具特色的非遗鱼灯巡游表演掀
起了活动的高潮。数十名身着传统服饰的表演者手持鱼灯，
随着鼓乐声翩然起舞，灯光闪烁间，鱼灯仿佛“活”了过
来，引得围观群众阵阵喝彩。“这是我今天早上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跟着老师做的鱼灯，晚上跟着非遗鱼灯巡游表演一
起庆祝元宵佳节，太有意义了！”游客刘琴激动地说。

漫步商丘古城，千盏红灯笼缀满街巷，灯笼下悬挂的灯谜
纸条随风轻摇，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趣味。谜面既有“商
丘古称‘火文化之乡’，打一历史人物”等地方文化题目，也有

“元宵月圆时，打一成语”等传统谜语。市民赵先生带着孩子猜
中三题，领到了非遗剪纸纪念品，“猜灯谜既有知识性，又有趣
味性，还能让孩子从中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元宵节当天，睢阳区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艺演
出，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文化盛宴，
不仅展示了睢阳区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进一步推动了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为传统民俗赋予了时代新意。下一步，睢
阳区将持续以传统民俗文化为纽带，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
源，扎实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睢阳区

传统民俗添彩元宵佳节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今年春节期间，宁陵县迎宾公园
石榴盆景园内流光溢彩，人声鼎沸。2月12日晚，记者实地探
访发现，由宁陵县商务工信局指导举办的“新春灯会 年货市
集”活动，正以独特魅力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看，那个兔子灯好漂亮！”“妈妈，我想吃糖葫芦！”当
晚7时许，公园内已是热闹非凡。五彩斑斓的灯光将园区装扮
成梦幻世界，特色美食摊位前围满食客，香气四溢的烤串、
甜滋滋的糖葫芦、热气腾腾的小吃令人垂涎。杂技、变脸等
传统民俗表演轮番上演，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从大年初一到十五，我们每天要准备2000多串烤串，还
是供不应求。”经营烧烤摊的王师傅一边翻动烤串一边告诉记
者，春节期间他的营业额比平时翻了近 5倍。据主办方统计，
灯会期间日均客流量突破1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游乐等业
态营业额同比增长60%以上。

年货市集同样人气爆棚。记者在现场看到，百余个展位
整齐排列，从传统“福”字、手工灯笼到特色农产品应有尽
有。“这个‘福’字剪纸真精致，给我来两套。”居民李静正
在选购工艺品，她准备把这些特色工艺品寄给外地的亲戚。

据宁陵县商务工信局相关责任人介绍，本次活动以“文
化搭台、经济唱戏”为理念，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市场运作”的模式，将传统民俗与现代消费元素深度融合，
从舌尖美味到视觉盛宴、从传统年俗到潮流玩法，以创新、
灵活、多元贯穿灯会全过程，通过赏、吃、购、游一系列消
费场景，在为人们带来浓浓年味的同时，更以独特的魅力点
燃了假日消费热情，为全县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宁陵县

“灯会+市集”点燃假日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田晓航）记者从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 1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目前全国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中医馆共有约4.2万个，中医馆成为群众身边的健康

“守门人”。
来自发布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有 3000余个中医

馆；如今，中医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基本实
现全覆盖，全国99.6%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
提供中医药服务，基层中医药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展。

同时，中医馆内涵提升实现“从有到优”。据介绍，我国持
续开展中医专业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中医馆骨干人
才培训、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等项目；培训推
广6类10项以上的中医药适宜技术，能够提供中医药适宜技术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比例已提升至98%。

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已有约4.2万个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胡璐）为了更好保护古
树名木，我国将从今年开始启动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这是记者 14日从国家林草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的。

“今年 1月出台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规定，全国绿化委员
会每 10年组织开展一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距第二次普
查启动已过去 10年，从今年开始启动第三次普查正当其时。”
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副司
长刘丽莉说，条例要求强化分级管理。针对不同树龄的古树
名木，在全面保护的基础上规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这
对资源底数信息的准确性、全面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必要
通过第三次普查完善资源数据库，便于精细化管理。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普查工作方
案，修订完善普查鉴定技术规范，争取用3年时间完成第三次
普查，及时向社会发布普查结果。

我国今年将启动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

2月14日，游客在梁园区双八
镇王店村的草莓大棚里采摘草莓。近
年来，双八镇把发展草莓产业当作全
镇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工作，擦亮草
莓小镇金字招牌，加大草莓园区建设
力度，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视觉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