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中国文明在线）网址 http://www.cncnol.com 全国发行代号 61-1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5

J I N G S H E N W E N M I N G B A O

广告许可证:5101034000601 电子信箱：jswmb2016＠163．com jswmb-bjb@163.com 定价：月价34元 季价99元 全年价398元 责任编辑 任维佳

百
万
﹃
成
色
﹄

怎
么
看

量
质
齐
升

态
势
良
好

中国文明在线 报社官方微信

2019年 5月29日 星期三 今日 版88

“片仔癀杯”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经验交流·征文启事

为了及时宣传、报道和反映全

国各地在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

明社区、文明校园、文明村镇等创

建工作中的最新动态、好的做法、

成功经验以及在创建活动中涌现出

的感人故事、先进典型等，为各级

文明委指导创建工作提供交流平

台，引导各地互相学习借鉴、共同

提高创建水平，本报特与福建省漳

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联合举办“片仔癀杯”“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经验交流·征文竞赛”活动。

一、“征文”时间从2018年11月

27日起，至2021年11月26日止。

二、“征文”体裁不限。

三、“征文”不受地区、行业、部队、

学校、机关等限制，1800字以内为宜。

四、来稿请注明“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经验交流·征文竞赛”字样，写

明作者姓名、地址、邮编、电话，发精

神文明报社电子邮箱jswmb2016@

163.com 或 邮 箱 yangchu1@126.

com杨初收。电话：028—80640480

欢迎全国各地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神文明报社

本报讯（芦蕊）近日，山西省忻

州市召开2019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攻坚大会。会议通报了忻州市 2018

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结果。向 94

个责任单位的代表颁发任务书，并

对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动员。

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意识，实

现创建工作的全面提升。在具体工

作中，要认真研读测评体系，细化责

任，量化考核。要提升宣传力度，加

强正面宣传，推广文明规范，挖掘创

建典型，反映创建成果；要坚持创建

为了群众、创建依靠群众、创建成果

惠及群众，真正把创建文明城市的

过程变成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挥

民力、改善民生的过程。

会议指出，要紧盯创建目标，坚持

问题导向，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

感。要明确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

坚决打好创建攻坚战。要突出问题整

改，提升城市环境。要突出特色亮点，

提升创建质量。既要全面对标，更要勇

于创新，彰显忻州创建特色，要持续引

申五城联创。要把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线，渗透到创建

工作的各领域、各环节。要层层压实责

任，以作风攻坚，保障创建攻坚。要全

面对标，严守底线，对标高线，不折不

扣，不留死角。要把创建工作内化于

心，外化于形，不断提高市民知晓率、

参与率和满意度，真正提高他们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忻州市召开2019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攻坚大会

坚持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

百万之后，怎么干？丹巴已经

开始全新的谋划。在县委书记何文

才心目中，“一个支撑中心、四条精

品线路、六个重点景区”特色旅游

发展体系已经成竹在胸，全县将形

成串珠成链，全域推进的新态势。

一要强基础。通过建设甲居景

区游客中心、观景平台、购物场所、

光彩工程、安防系统、民居提档升

级；完善景区内步游道、标识标牌

等旅游基础和服务设施，推出全新

旅游产品；加快中路景区规划编

制，启动中路景区开发建设；加大

与开发商的合作力度，推进党岭、

长沙坝、牦牛谷、布科、墨尔多、莫

斯卡等景区开发和建设力度；完善

藏羌走廊·美人谷风情旅游线建设

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规范户外广

告管理，提升文化旅游氛围；规范

全县人文旅游景点，有序发展人文

宗教旅游。

二是提水平。针对全县旅游接

待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当地明

确，从今年开始，每年定期举办全

县宾馆饭店、藏寨民居接待户从业

人员和讲解员队伍培训；出台民居

接待提档升级、传统风貌等管理办

法，引导村民从传统农家乐向乡村

民宿转型，为旅游民居接待户设计

开发推广“本土特色菜谱”，使民居

接待成为广大农牧民致富增收的

重要途径。

三是强开发。为了进一步扩展

旅游内涵，提高附加值，当地已经

明确，要成立丹巴县旅游纪念品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心，加快文

化旅游商品开发，特别是农旅、文

旅融合发展，推广丹巴手工制作、

木工、绘画、雕刻等，培植新的经济

增长点；提升商品研发、生产能力，

拉长旅游产业链条，完善旅游产业

体系；建立诚信、规范、高效的文化

旅游商品营销体系。

四是造精品。对G350、G248公

路沿线的特色村庄整体规划打造，

完成甲居三个村、邛山一村、中路克

格依村、梭坡莫洛村以及东谷、半扇

门幸福美丽新村等重点村寨的旅游

接待设施、标识系统和环卫设施等

建设；推进县境内“大、小金川河谷

百里梨花谷、桃花沟景观长廊”建

设；推出精品旅游村寨，积极发展观

光体验、乡村休闲、阳光度假、特色

美食、旅游节会等新兴旅游产业。

近期，安徽省广德县桃州镇居

民生活不断发生着这些变化——

“邻里一家人互助大家亲”“移

风易俗、尊老爱幼……”一面面文化

墙各具特色，活泼生动描绘着文明

主题。

文明实践大讲堂内，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好人宣讲、法律知识讲座……

场场爆满，居民听得津津有味。

据广德县文明办透露，自 2018

年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以

来，桃州镇已有 24个村和社区挂上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牌子，文明

实践带来的变化接踵而至，居民幸

福生活迈上快车道。

过去环境脏乱差
今天秩序井然

“以前，大家都将楼道当自家地

皮，旧家具家电、不用的锅碗瓢盆都

堆在一起，既堆积灰尘还滋生虫鼠，

清理完没多久又会有新的杂物堆

积。”桃州镇苏觉社区物业经理王丽

红谈论起过去的卫生状况直摇头，

深表“苦不堪言”。

2007年 7月，苏觉社区950户居

民正式搬进紫竹园小区，住进了明

亮宽敞的“小高层”。生活条件改善

了，可生活习惯却没有随之发生改

变。搬进去没多久，王丽红便发现，

楼道杂物堆积，小区绿化带成为“菜

园子”，车辆停放横七竖八，种种问

题困扰着社区管理者。

解决办法落在了小区志愿服务

队身上。2018 年 5 月，社区里 80 多

位热心居民自发组成治安巡逻志愿

服务队，走进街坊邻居家里，开展文

明宣讲，清理楼道杂物。

这其中，77 岁的老党员志愿者

丁祖贵自发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

每天热心走门入户，劝说邻居转变

思想观念，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

生活方式。

在丁大爷等志愿者志愿服务

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小区环境变了

个样，楼道环境干净整洁。不仅如

此，通过合理改造部分绿化带，实施

规划停车位，配合物业保安和志愿

者的日常巡逻，小区停车秩序井然。

说起文明创建带来的变化，居民都

竖起大拇指。

过去“没事打麻将”
现在“上台秀一秀”

硬件环境提升不难，如何找准

发力点，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提升社区文明程度，成为下一步

工作的重点。

“我们小区住户都是安置村民，

以前全是一个村子的，关系都很近，

自从住进小区，大家白天都忙着工

作，邻里走动少了关系也淡了，居民

提议希望办一些能增进邻里感情的

活动。”荷花社区书记彭典兵如是说。

5月4日上午，荷花社区首届“全

民健康行，和谐邻里情”趣味运动会

正式开幕，活动现场热闹非凡，近 3

个小时的活动，12支参赛队伍摩拳

擦掌，参与居民达650多人。活动现

场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居民们在交流

与比赛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宣传群众最想听的内容，提供

群众最需要的服务，解决群众最闹

心的难题，桃州镇打造出了自己的

“志愿密码”。据桃州镇文明办工作

人员胡俊霞介绍，各文明实践站收

集群众对于开展活动的意见建议，

每项文明实践活动更有针对性。

温暖星期三、“老来乐”、幸福

365、“荷家欢”、“爱芽”公益小天使等

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书写着文明新

风，乱扔纸屑的少了，街上红马甲多

了，居民争执少了，参与活动的多了。

昔日“刺儿头”
变志愿明星

万桂山社区安居新村的张何明

是个急性子，去年刚开展文明创建

的时候，他各项工作都很不配合，堆

放在家门口的水缸影响居民通行，

社区上门屡次沟通未果后被强行运

走，为此他到社区吵闹了几次。

但没过几个月，张何明家门口

年久失修的灯亮了起来，楼道内配

备上了灭火器，小区增设了不少垃

圾桶，他突然意识到文明创建真的

给自己带来了好处，晚上再也不用

摸黑开门，居住安全也多了一份保

障。之后张何明主动加入社区志愿

服务队，慰问老人，参加护学队，主

动清理“牛皮癣”，昔日的“刺头”成

了大家眼里的志愿服务明星。

变化不仅发生在张何明身上，

以往为了争面子、搞攀比，办白事经

常请好多支乐队、戏班子等，不仅铺

张浪费，也影响了社会风气。为此，

桃州镇组建了移风易俗领导组和红

白理事会，发挥了良好的带头作用。

如今，白事简办已成惯例，送朵鲜花

寄托哀思取代了大宴大请、大操大

办。“现在，大家不再比较谁家的仪

式办得大，更多的是比谁对家人更

关心、更照顾。”清溪社区居民曹广

祝说。

解锁安徽广德县桃州镇变化背后的“志愿密码”
陈政 胡俊霞 顾继月

“等一下！坐不下了。”5月 18日

中午，丹巴县水子乡“渔家铺子”的

餐馆已经是顾客盈门，老板余德春

忙里忙外，招呼着客人。水子乡距离

丹巴县城只有 20多公里，位于县城

内黄金旅游环线上，如今每天都有

大量的游客经过这里，为余德春的

餐馆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火爆！”

说起自己的生意，余德春满脸是笑。

餐馆兴旺的生意背后，是丹巴县

整个旅游业的快速发展。2014 年以

来，在当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丹

巴旅游业快速发展。当地县委、县政

府确立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产业发

展战略，积极发挥政府对旅游经济的

带动作用，提升旅游资源优势，确立

了旅游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在此基础上，丹巴相继编制完成

《丹巴县旅游发展规划（2014－2025

年）》和乡村振兴旅游规划部分等相

关规划，统筹推进，有条不紊。丹巴还

把“天府旅游名县”创建作为全域旅

游发展的核心抓手和首要任务来抓，

坚持旅游发展，顶层设计先行。

2018 年，丹巴接待游客的数量

首次突破百万大关，达到 115.01 万

人次，比 2014 年增长 100%，年均增

速超过 20%。除此之外，丹巴 2018

年的旅游接待人口和旅游总收入是

2014 年的 2.05 倍，旅游综合收入是

2014 年的 2.07 倍，旅游综合收入的

增速超过游客数量的增速，全县旅

游产业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2019 四川甘孜山地旅游文化

节上，数万名宾客齐聚丹巴。为了

这次盛会，当地做足了功课。一个

月前，当地就在成都高规格举办新

闻发布会，引发多方关注。

为什么要举办山地旅游节？为

什么要将发布会放在成都？拉直问

号，背后都指向同一个目的，那就是

要提高丹巴县旅游品牌。近年来，丹

巴持续发力，在擦亮丹巴旅游品牌

上频频出击。当地也充分认识到，发

展旅游产业，仅仅有“牌”还不够，内

在的品质必须夯实。为此，丹巴在交

通、住宿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

为了提高丹巴县旅游品牌，丹

巴县坚持顶层设计与狠抓执行相

结合、坚持擦亮品牌与夯实基础相

结合、坚持重点突破与协同推进相

结合。此外，丹巴县还积极推动保

护传统与强化创新相结合。

将优秀的民族文化通过现代艺

术进行重新演绎和打造，是丹巴县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一大亮点。近

年来，丹巴在推进旅游业发展的过

程中，一方面格外重视对当地传统

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墨尔多

山、党岭风景区、莫斯卡自然保护

区相继被批准为州、省级风景名胜

区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中路古遗

址、石棺葬墓群被批准为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丹巴古碉群被国务

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另一方面，引入现代理念和思

路，对原有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

和包装，赋予全新的内涵，让十三

战神、女子成人礼、顶毪衫、爬墙舞

等极具丹巴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创

新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本届山地旅游文化节上，实景

歌舞剧《美人谷》首次上演。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新闻图片摄影赛

九寨沟杯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九寨沟风景名胜管理局协办

5 月 19 日，一年一度的四川

甘孜山地旅游节在丹巴县正式

拉开帷幕，数万名来自全球各

地的嘉宾汇聚“美人谷”，大渡

河畔“沸腾”了。

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为一种

常态。在过去的几年中，地处川

西高原深处的丹巴县，以优美

的 自 然 风 光 和 独 特 的 民 族 文

化，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纷

至沓来。

2018 年 ，丹 巴 接 待 游 客 的

数量首次突破百万大关。一个

人口不足 10 万的小县，何以吸

引百万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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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明交通
“车让人 人守规”活动
正式启动

本报讯（冯晓瑞）5月27日，由陕西

省西安市文明办和市交警支队联合主

办的全市文明交通“车让人 人守规”活

动正式启动，与此同时，全市公交、出租

行业百日无违法挑战赛宣告正式开始。

活动中，市交通运输局继续组织

发动全市公交、出租、客运行业驾驶

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践行文明交

通理念，充分发挥行业表率作用。公

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对各类不文明

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曝光力度。各

成员单位要对本单位的交通违法当

事人加强教育管理，在活动中被通报

超过三次以上的交通违法当事人，取

消其年度评优评奖资格。

甲居藏寨一隅甲居藏寨一隅

丹巴县重点打造的实景歌舞剧丹巴县重点打造的实景歌舞剧《《美人谷美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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