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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昭觉县三河村——

产业兴旺火塘暖文明卫生气象新

本报讯（董翰博）近日，从辽宁省沈抚新区管委会传

出消息，自去年11月起，沈抚新区高位谋划，多措并举，

在全区启动城市违章建筑及乱堆乱放综合整治行动，取

得阶段性成果。目前，沈抚新区先后开展8次拆违行动，

共拆除各类违建约3万平方米。

本次综合整治行动本着翔实普查、认真分类、科学

认定的原则，以整治项目用地上的违法违章建筑和乱

堆乱放行为、清理耕地上违法违章建筑和非法占用行

为、百姓反映强烈影响环境的行为等为重点，制定了

“边普查、边认定、边拆除”的工作方案。当地专门成立

了城市管理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对已经上报、认定的违

法建筑和影响招商项目的乱堆乱放行为，做好现场认

定和核量工作，全力推进综合整治取得扎实成效。沈抚

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综合整治行动的有效成

果，将为新区项目入驻、改善城市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提供有力保障。

近日，临翔区被云南省委办公

厅、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命名表彰为第

四届云南省文明城市，标志着该区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近年

来，该区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突出重点、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

原则，广泛动员、全民参与、部门联

动、齐抓共管，全力推进省级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

建立领导包片、部门包项、干部

包点、市民参与的责任机制。建成

临翔区数字化城管指挥中心，开通

城管指挥中心公众号，创建“爱我

临沧、城市管理直通车微信群”“国

土规划管理微信群”“环境卫生监

督检查微信群”，充分发动广大群

众支持参与城市监督管理。以政务

服务大厅、窗口行业单位为重点，

建立完善行业管理制度，着力提高

便民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以交通

秩序维护、街道停车收费、卫生保

洁管理等为重点，建立志愿服务队

伍 250 人 ，持 续 参 与 城 市 秩 序 维

护。建立不定期督查巡查制度，发

现问题第一时间督促责任部门整

改落实。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活动。制作设置创文宣传

专题片 6 个，在市区电视台、城区电

子显示屏持续播放；在主城区设置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的固定

公益广告牌 3850 余块，建成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 3 个；开设

“临翔是我家 文明靠大家”新闻专

栏，刊播宣传标语 1200 余条（次），

播出宣传片 540 余次；在出租车、公

共车持续刊播文明宣传标语 5500

余次；全城 90%以上广告牌、电子显

示屏、建筑围栏粘贴或刊播公益广

告。印制《市民文明手册》《致市民朋

友的一封信》各 15 万册，开展入户

宣传；在各学校广泛开展“小手拉大

手”创文宣传活动；持续开展交通秩

序专项整治，大力开展占道经营、背

街小巷脏乱差、集贸市场等专项整

治，积极开展文明餐桌、文明车站、

文明社区等创建活动，充分调动全

社会共同参与创文工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

深入实施“四治三改一拆一增”

工程，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 。2017 年 以 来 投 入 资 金 1.12 亿

元，通过新建城市公共卫生间、打

通“断头路”，以旧街路面改造、修

复城市人行道、新建公共停车场等

方式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实施增

花、增果、增绿、增水、增光、增民族

元素“六增”工程提升人居环境，改

造完善志愿服务岗亭、盲道等基础

设施，不断提升城市品位，临翔区

先后被评为云南省园林城市、卫生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十佳生

态文明城市。

全面推行主城区网格化管理，

实行“五长制”工作机制，选聘村组

国土、规划、环境专管员、巡查员对

城乡环境卫生进行巡查。全面推行

主城区市场化保洁，增加垃圾筒、

垃圾清运车、环卫洗扫车及保洁人

员，提高清扫清运频率，累计清运

垃圾 8.3 万吨。在 5 个乡（镇）建成

污水处理厂（站），建设垃圾处理设

施 15 个，所有乡（镇）配备垃圾清

运车，乡村垃圾实现户清扫、村收

集、乡转运，乡（镇）所在地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覆盖率达 100%。全面

组织开展洁净家庭、洁净村庄创建

工作，创建洁净村庄 170 个、洁净

庭院 2650 户。扎实开展治乱行动，

2017 年以来累计整治车辆乱停、烟

头乱丢、杂物乱放等“十乱”行为超

过 11 万件，查处拉运沙石渣土违章

行为 1000 余起，处置生活噪声污染

450 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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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丁佩廷）为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精神，连日来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庄周街道

党工委以“清洁村庄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以影响农村人居环境

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动员全民广泛参与，集中整治，着力解决村庄

环境“脏、乱、差”问题，实现村庄内无垃圾、无乱堆乱放、无污水乱

流、无暴露粪池，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村容村貌大提升。

针对春节期间农村环境卫生的突出问题，庄周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积极推进农村环境卫生整治，以文明办、城管中队为抓手，各

村、社区成立环境整治专业队，做好村庄内“五清一改”，解决村庄

脏、乱、差问题，达到干净、整治、有序的标准。文明办定期到各村、

社区督查，及时通报督查结果，鞭策末位，鼓励先进。

据了解，庄周街道每天出动人力 200多人，机械 20多辆，对各

村、社区的杂草树叶、乱堆乱放现象进行清理。街道把清洁工程列

入文明创建考评机制中，不定期邀请第三方考评，奖惩有力，有序

地推进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环境卫生长效机制逐步建立，村

民文明意识普遍提高。

春节期间，湖北省宜昌市夷

陵区广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

众文化展演活动，为老百姓送上

了文化“盛宴”。图为民间艺人表

演节目《龙腾盛世》。 张国荣 摄

2018 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把省

文明委的工作要点纳入各地市党

委、政府绩效考核，极大推动了全省

的精神文明建设。过去一年，针对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天价彩礼、大操

大办婚丧喜庆、厚葬薄养等恶习陋

习，湖南省进行了全面的整治。省文

明办下发倡议书，和民政厅、纠“四

风”治陋习办公室联合制定工作方

案，通过一手抓倡导，一手抓查处，

大力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全省有 200

多万党员和公职人员签订了承诺

书，有两万多个村修订了村规民约，

建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抓党风政

风来带动社会民风的转变。各大媒

体开展全面报道，曝光了 60 多起典

型案例，整改问题6000多个，老百姓

的人情负担大大降低。移风易俗工

作是促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重

要抓手，根据调查了解的结果，98%

以上的老百姓都肯定这项工作，并

积极参与这项工作。2019 年是湖南

全省文明办系统机构改革正式开始

运行的第一年，湖南将按照中央文

明委和省文明委的统一部署，重点

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方

面下功夫。在抓好全国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县凤凰县和辰溪县建

设的同时，湖南省确定了 13 个省级

试点县，实现每个市州至少有一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明办主任 刘进能

2019 年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第一，

突出一条“主线”，就是突出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这条主线。第二，抓

好一个“龙头”，就是继续抓好文明

城市创建龙头，打好文明城市创建

组合拳，统筹推进“五大文明创建”。

特别是要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和提名

城市广泛征集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创建工作逐一推进落实，真正

把为民、利民、惠民的要求落到实

处。第三，开展一个“试点”，就是抓

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

作。湖北将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动探

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今年将以贯彻落实《湖北省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条例》为契机，充实乡

镇、村文明实践活动的组织力量，统

筹推进文明实践活动和文明村镇创

建活动，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提

升农民精神面貌，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第四，强化一个“重点”，就是强

化文明校园创建这个重点。文明校

园创建是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的铸魂工程，在整个创建活

动当中是一项基础性的、战略性的

创建活动。湖北将进一步发挥教育

大省的优势，进一步健全文明校园

创建机制，深化文明校园创建活动。

第五，夯实一个“基础”，就是做好一

批文明创建的基础性工作。湖北将

不断推进志愿服务和诚信建设制度

化，组织好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深化文明

单位、文明家庭创建，开展文明交

通、文明旅游、网络文明传播等一系

列活动，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积极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大力弘扬共筑美好生

活梦想的时代新风。

——湖北省文明办主任 黄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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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奋进加油干
空前举措攻坚直过民族脱贫，

自我发展意愿拔节生长

隆冬清晨，雾凇漫山遍野。三河

村村民郑土呷怀揣一条尼龙绳，徒

步翻过道道山梁。抵达乡道岔路口

时，阳光正好从山巅林梢漫透出来。

三河村第一书记张凌，早已在

此等候。不远处的红色卡车里，从四

川达州运来的 44头西门塔尔母牛，

背部已喷上编号。

“下一户，郑土呷！”听到叫号，郑

土呷一溜烟跑上前来，右手在胸前搓

了搓，小心翼翼地伸进文件袋，在里面

搅一圈，捏出一张小纸条，“7号牛。”

“每头牛折合 6582 元，要好好

养，不能杀、不能卖，3年内还款，免

息。”听着村干部的叮嘱，郑土呷在

合同上按下红指印。取出早已备好

的尼龙绳，他麻利地牵上牛。这头

“宝贝疙瘩”，承载着郑土呷脱贫致

富的新希望。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

的彝族聚居区。上世纪 50 年代，凉

山州实行民主改革，世居在这里的

彝族群众，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

会主义社会，成为“直过民族”。这里

的脱贫攻坚任务异常艰巨繁重。

“总书记十分牵挂彝族群众，党

的十九大后考察脱贫攻坚的第一

站，就是凉山。在彝区腹地，总书记

强调，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

必须打赢。”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

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温暖了大

凉山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极大鼓舞

了彝乡儿女脱贫奔小康的斗志。

“一村一幼”全覆盖
让孩子们受到更好教育，掌握

人生本领

“老师，我会念！”看着黑板上的字

母“k”，讲台下一排排小手举得踊跃。

抵达昭觉县三岔河乡中心校

时，已近正午时分。教室里，34岁的

教务主任刘金贵领着 65 个彝族孩

子，正认真读写拼音。

回彝乡当老师，是刘金贵人生最

勇敢的决定。大学毕业后，在昆明工

作的他月薪过万。可 2011 年的一堂

语文课，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我妻子在昭觉当老师，有天请

了病假。我刚好休假，就去替她上

课。”自告奋勇的刘金贵，却在六年级

教室败下阵来，“整堂课我使尽全力，

胆怯闭塞的学生，还是一脸茫然。”

深受触动的刘金贵，不久就参

加了特岗教师招聘，考入三岔河乡

中心校成为小学老师。刚开始，班里

只有12名学生。“秋季农忙，家长让

孩子收玉米，班里就只剩三四个

了。”刘金贵说。

学前教育曾是凉山教育体系中

最突出的短板，彝区孩子学汉语晚，

语言障碍导致“学业困境”，“厌学—

辍学”恶性循环斩而难断。

“控辍保学”倒逼昭觉县率先在

全州探索学前教育。2014年，三岔河

乡中心校成立学前班；两年后，“一

村一幼”教学点顺利开办。“如今，小

娃娃一年级前，都已读过3年学前教

育。”刘金贵难掩兴奋。

如今，凉山基本实现“一村一

幼”全覆盖。大凉山深处，知识改变

命运的观念，就在刘金贵们默默坚

守的岁月里萌生。

移风易俗好生活
精准扶贫走好群众路线，延续

千百年的陈规陋习正被改变

一间大通屋，几张床，屋里陈设

简陋，但很干净。对吉木子洛而言，

天天打扫已是习惯成自然。“以前生

病，总以为是有鬼附身。习近平总书

记对我们彝族乡亲说，过去的确是

有‘鬼’的，愚昧、落后、贫穷就是

‘鬼’。总书记的话印在我们心里。现

在大家知道了，改变生活习惯，把家

里和个人的卫生搞好，‘鬼’就会被

驱走了。”老阿妈说。

深入大凉山腹地，欣喜发现，精

准扶贫走好群众路线，锲而不舍驱

“鬼”除“魔”，延续千百年的陈规陋

习正被改变。对此，三河村第一书记

张凌深有感触。

“门外堆着牛粪，蚊蝇乱飞。”初

上任时，村里环境卫生状况给他一

个下马威。而最让他头疼的，是大操

大办的风气：一场婚丧嫁娶，动辄花

费二三十万元，留下还不完的债。

“办个喜事，花费这么大，今后

日子怎么过？”张凌和驻村工作人员

挨家挨户劝说，却常遭冷遇。

旧风难移，村支部书记某色比日

急在心里。他召集村里各家族代表，

让大家反复劝说自家族人。最终，三

河村建立起红白理事会，并制定了章

程，对婚丧嫁娶中的花费作出限制。

同时，定期开展“四好”文明家

庭评比，通过社会扶贫为每户购买

洗衣机，引导群众从洗脸、洗手、洗

衣服这样的小事做起，养成良好卫

生习惯。

如今在三河村、在整个凉山彝

区，移风易俗蔚然成风，“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形成好习惯，养成

好风气”已经深入人心。

（据《人民日报》）

晋城市上党梆子
新创剧目《郝经》上演

本报讯（晋文）由山西省晋城市

上党梆子剧院和陵川县委宣传部联

合创作的大型历史剧《郝经》历经一

年时间的打磨后，于近日在晋城市歌

舞剧院上演。

大型历史剧《郝经》是继上党梆

子《太行娘亲》之后，晋城市委宣传部

倾力打造的又一部精品剧目，由国家

一级导演、上海京剧院王青担纲执

导，由赵德红、陈树涛、齐素珍、卢爱

琴 4 位山西省戏剧“杏花奖”获得者

联袂演出。该剧讲述了陵川籍历史名

人元朝翰林院侍读学士、国信使郝经

为元宋通好出使南宋议和，却被权臣

贾似道秘密囚禁十六年，留下“鸿雁

传书”这一千古佳话的历史故事。该

剧剧本于 2017 年 10 月完成定稿，

2018年 3月进行首演，后又历时近一

年的精打细磨，重新编排后的《郝经》

故事脉络更加清晰，人物个性更加鲜

明，无论是整个戏剧的节奏、走向，还

是剧情的脉络都有了更生动的呈现。

再次围坐在吉木子洛老阿

妈家的火塘边，洛古有格对 5

年前的选择，更加笃信。

30 岁的洛古有格，是四川

凉山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仅

有的几名大学生之一，2013 年

从重庆辞职，回乡搞起了乌金

猪养殖。

“辛辛苦苦供你读书，就是

希望你能走出大山，你却跑回

来养猪！”母亲气得直哭。

山梁上的三河村，平均海拔

2500 米，清一色的简陋土坯房，

典型的彝族聚居深度贫困村。

让洛古有格心有笃定的，

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勉励。

“要培养本地人才，引导广

大村民学文化、学技能，提高本

领，还要移风易俗，通过辛勤劳

动脱贫致富。”2018 年春节前，

在三河村吉木子洛老阿妈家的

火塘边，习近平总书记为当地

脱贫攻坚工作开出良方。

新房在建，产业在兴，风气

在变，习惯在变，观念在变。火

塘温暖依旧，彝寨气象一新。

洛古有格如今已是当地有

名的创业明星，母亲变成他最

铁杆的粉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