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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朱高
祥）记者16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近
日启动实施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安排专项资金
4493.76万元。项目将重点面向工作条
件相对薄弱、基层需求强烈、示范引领
带动作用大的区域，聚焦“一老一小”服

务、乡村振兴等领域，资助全国性社会
组织、有较大影响力的地方性社会组织
开展社会服务。

据了解，该项目自 2012 年实施
以 来 ，已 累 计 支 持 3800 余 个 社 会
组 织 服 务 项 目 ，1300 多 万 人 次 直
接受益。

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启动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高亢）
记者16日获悉，国家数据局综合司于近
日印发《数字中国建设 2025 年行动方
案》，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提升等
方面进行工作部署。

方案提出，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 改 革 为 主 线 ，加 快 培 育 全 国 一 体
化 数 据 市 场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以 数 据
为 关 键 要 素 的 数 字 经 济 ，全 面 提 升
数 字 中 国 建 设 水 平 。 到 2025 年 底 ，
数 字 中 国 建 设 取 得 重 要 进 展 ，数 字
领 域 新 质 生 产 力 不 断 壮 大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质 量 和 效 益 大 幅 提 升 ，数 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超过 10%，数据要素市场建设
稳步推进。

方案部署了体制机制创新、地方品
牌铸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提升、

数据产业培育、数字人才培育、数字化发
展环境优化、数字赋能提升等8个方面
的重大行动。

据了解，方案是国家数据局首次向
地方数据管理部门印发的指导开展数字
中国建设的文件。

《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行动方案》来了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朱高
祥）记者16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全
国老龄办、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近日
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合
法权益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立足细化
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配套政策，加强
老年人权益司法服务和保障，不断营造
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

意见要求做好涉老纠纷化解处置，
提出强化涉老纠纷司法保障，要为便利
老年人参与诉讼活动提供保障，完善诉

讼服务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及服务；为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在线诉讼服务，或
者提供预约立案、上门立案等多种服
务，同时保留老年人易于接受的传统诉
讼服务方式。此外，要加大涉老纠纷处
置力度，依法惩治盗窃、抢夺、抢劫、敲
诈勒索老年人财物和以“养老”为名、通
过欺骗手段侵害老年人财产权益等违
法犯罪行为。

意见聚焦老年人权益保障新情况、
新问题、新动向，旨在把老年人权益保障

理念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完善工作机
制，加强协调联动，形成风险预警防范、
纠纷发现报告、纠纷化解处置的工作闭
环，更好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
益，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在强化涉老风险预警防范方面，意
见明确，注重风险源头防范，重点针对养
老消费、赡养与继承、金融理财、保健养
生等涉老领域加强风险防范，做好普法
宣讲、专业咨询、专项指导等工作，提升

老年人抵御风险能力。
在提升老年维权服务质量方面，意

见还提出，增强法律服务力度，对遭受虐
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老年人申请法
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对无固
定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对接受社会救助
或司法救助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免
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要加大法律援助
力度，依法将符合条件的高龄、空巢、独
居、失能失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老年
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七部门联合发文加强老年人权益司法服务和保障

在翠绿的芒果树下，广西百色市田
东县祥周镇模范村村民陆学超正准备庆
祝61岁生日。一大早，村民们就来帮忙
张罗寿宴，妇女们围成一团忙着灌香肠，
男人们则在后厨用大锅煮肉。与以往不
同的是，桌上堆满了乡亲们送来的寿袋，
却不见一个红包。

在桂西的这个村落，老人们很少“做生
日”，唯独在61岁、73岁这两个当地重要的
寿辰，总会做上一回“庆生宴”，讨个喜气。

如今简朴的寿宴，在几年前却是另
一番景象。模范村党总支部书记陆彩香
告诉记者，以往一场“庆生宴”能办二三
十桌，加上租桌椅、备酒，至少要两三万
元，抵得上一位村民一年的收入。“桌上
一定会有的扣肉，满满一大盆，根本吃不
完，许多村民打包回家也不吃，造成浪

费。”陆彩香说，如果菜备得不丰盛，主家
又会担心其他村民有意见。

送礼金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按照
村里的规矩，“做生日”的主家会准备好
礼金簿，将来客人过寿时，再按照登记的
金额回礼。“送礼金有讲究，如果给了主
家100元，对方只还50元，难免变成‘人
情债’。”驻村第一书记黄春道说。村里
一年能有十来位老人办“庆生宴”，每户
出100元到200元礼金，不算上其他红白
喜事，一户村民一年在寿宴上的人情开
支就超过千元。

祥周镇模范村距离县城约20公里，
过去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许多
村民近年来依靠发展香蕉产业、参与乡
村旅游等，实现增收致富。2024 年，村
民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钱袋子渐渐

鼓起来后，一些村民给老人祝寿，开始变
得大手大脚。

“局面得变！”陆彩香说，村里经过会
议讨论后，决定倡导“婚事新办、白事简
办、余事慎办”。

变化悄然发生，越来越多的宴席开
始“瘦身”：“庆生宴”取消了礼金簿，村民
们在寿袋里放上20元钱，再灌进白花花
的大米，表达对寿星沉甸甸的祝福。

“这次给家人做‘庆生宴’，没花多少
钱。”陆学超的妻子说，村里制定了统一
的菜谱，菜的品种少了，份量也减到适
量，一桌上六到八个菜。

“以往如果是至亲有喜事，要包
500 元的红包。现在稍微给一些以表
心意，负担变小了，祝福也一点不少。”
村民陆彩群说。

“庆生宴”的变迁是当地推进农村移
风易俗的一个缩影。广西百色通过修订
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开展积分奖
励等举措，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在凌云县伶站瑶族乡初化村，致富
带头人刘秀用的女儿出嫁时，他将彩礼
从10万元降至2万元；在那坡县龙合镇
果桃村，村委会带头精简白事的天数。

“遏制陈规陋习、培育文明健康新风成为
村民的共同期盼。”凌云县初化村驻村第
一书记李林说。

如今，行走在百色乡村，处处能感受
到移风易俗带来的新气象：村规民约上
墙，红白理事会管事，村民议事会协商。
红白喜事的“瘦身”，正在为乡村振兴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新华社南宁5月16日电）

村里特别的“庆生宴”
——广西百色移风易俗见闻

新华社记者 邹雨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