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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
“内外兼修”古韵乡村焕新颜添魅力

同心掬得满城芳
——湖北省宣恩县干群合力共创省级文明县城侧记

刘亚丽

河清、岸绿、路畅、街净，交通秩

序井然，市民文明礼让……湖北宣

恩的美，不止在风景，更在人心。宣

恩县自创建省级文明县城活动开展

以来，始终以提高城市整体文明程

度为目标，以净化城市环境、提升居

民文明素质为根本，充分调动各方

积极参与，让 36万土家儿女成为文

明创建的主体和受益者。

攥指成拳 共绘城市蓝图

从去年11月起，在宣恩县城人民

广场负责清扫的环卫工人刘冬梅的背

包就轻了不少。“以前早上出门就要带

一大瓶水，现在有直饮水，可以直接喝

到热水。”刘冬梅说，以前要自己随身

带水杯，夏天出汗多，口渴得厉害，常

常一杯不够喝，现在有了直饮水点，每

当渴了就过来喝口水，方便不少。

小小直饮水，折射大民生。在宣

恩县城广场、公园、人行道公共场所

设有三处直饮水设施，常年免费为

市民提供经过过滤、净化的常温直

饮水和40度的温热水，让市民找到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直以来，宣恩坚持把改善人

居环境、建设美丽家园作为创建省

级文明县城工作的基础工程来抓，

城市功能日臻完善，人居环境不断

提升。道路变宽了、广场变绿了、环

境变美了、人气变旺了……在宣恩

人心中，县城正经历着美丽“蝶变”。

上湖塘社区位于贡水河畔，这

里县直单位众多。长期以来，各单位

划分地块，用围墙隔离开来，周边居

民想到河边走一走，还得绕上一大

圈。2015 年，宣恩县委、县政府及时

回应群众关切，在县城各机关大院

率先启动“拆围”行动。35家单位88

处7.65公里长的围墙进行了拆除。

河滨广场下 200 多米的通道环

境 卫 生 一 直 是 宣 恩 市 民 心 中 的

“梗”，2018 年 5月，宣恩县委、县政

府决定实施环境治理工程，着重改

善河滨广场原有环境，打通沿河两

岸走道，形成新的景观商业街。

新建花坪 2460 平方米，扩建绿

地 13640 平方米，完成 52 个单位房

顶院落绿化，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39.13%，绿地率 34.62%；新建和清

理化粪池 74 口，新建排污网 2500

米，排水管网 5200 米；改建休闲健

身场地 5531 平方米，新增休闲健身

场地 2600平方米，开放和完善各类

球场 16个……一组组数据，凝聚宣

恩县各个部门对城市建设的用心和

投入，全面提升城市的“颜值”。

典型示范 全民素质提升

外修颜值，内修气质。在推进宜

居、宜业、宜旅的富美宣恩建设征程

中，该县强力提升全民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围绕“五美”“五好”“十

无”创建标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贡乡落地生根。

自 2013 年以来，宣恩已连续 6

年开展“宣恩好人·最美人物”“宣恩

好人·留守童心”等先进典型评选活

动，各阶层、各行业、各年龄段一大

批先进人物不断涌现。

85岁的护林员王星阳扎根万寨

乡铁厂沟大茅坡义务种树护林，一

干就是 22年，让一座座茅草丛生的

山头变成郁郁葱葱的青山。辛苦栽

树，勤勉护树，现在的大茅坡林场成

材林木面积已有 60多公顷，他被当

地人誉为“山神”。2013 年，他被评

为“宣恩好人”，并先后获评“恩施

楷模”“感动恩施”年度人物。

在高罗镇九间店村活跃着一群

老人，他们用耐心、威望、阅历，将百

姓之间的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

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他们被人称为

当地的“和事佬”。2015 年，“和事

佬”协会被评为“宣恩好人·夕阳红

星”。成立至今，这支队伍已由最初3

人发展到11人。

椒园镇黄坪村作为2018年当选

的宣恩“出彩乡村”，坚持以“村美、

人富、文明、和谐”为宗旨，以黄金梨

产业作为载体，以生态文明建设为

核心，组织在村级范围里评选“出彩

黄坪人”“好婆媳”，用榜样的力量激

发村民向上、向善、向美。

从农村到城市，从学校到社区，

从工厂到田间……该县形成了全民

深度参与、典型层层带动、全县比学

赶超的良好态势，也成为引领乡村

振兴的风尚。

向上向善 文明新风扑面

椒园镇红岩卡村农妇罗美云虽

然自己身患乳腺癌，却 7 年如一日

照顾植物人丈夫，孝敬公婆，抚育一

双儿女长大成人，用柔弱的身躯扛

起全家的希望。去年，罗美云当选为

“中国好人”。

盛名加身，罗美云依旧坚守初

心，而因她产生的善良效应，在宣恩

这座小城悄然发生。

当选为“中国好人”后，罗美云

勤劳吃苦、孝老爱亲的精神也感染

着村民。只要有小组会和群众会，罗

美云都会积极参加，用自己的经历

带动身边的贫困群众，激发全村向

上向善的好风气。

志愿者是创建文明城市的宣传

员和推动者。在宣恩县各单位、部门

联合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进社区活

动中，志愿者们纷纷走进社区，义务

清扫街道；走进校门，给困难学生送

去关怀；走进敬老院，为孤寡老人带

去温暖；走进大街小巷，开展文明宣

传活动……这种志愿服务精神，也

成为宣恩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闪亮

的品牌。

您对业务办理流程是否了解？对

窗口服务人员的总体印象是多少分？

您认为如何提高群众办事效率……

2018年 11月起，在宣恩市民之家窗

口办理单位出现了这样一张满意度

调查问卷，凡是来办理业务的市民

都可以进行填写。“我们会定期对这

些测评单进行回收归纳，全力提升

窗口的服务质量。”宣恩县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市民之家通过打造文明方便快

捷的政务服务，已经成为展示宣恩

形象的新名片。

出租车也是展示城市文明的小

窗口。宣恩的哥何义在圈子里是出

了名的乐于助人的人，在两年时间

内他常常义务接送县城老人周晓妹

出行，有时老人半夜生病，他也会义

无反顾地将其送至医院就医。在宣

恩县城创建4A级开放式景区中，他

还常常为乘坐出租车的乘客当起

“导游”，获得不少点赞。

文明行动从细节做起，从身边

的点滴小事做起，人人可为，时时可

为，处处可为。如今，在宣恩这片文

明热土上，个人的“微文明”汇聚为

城市的“大文明”，崇德向善在全县

已蔚然成风。

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海

北片区，有着这样一个古韵乡村，

虽然与热闹的广州仅一江之隔，但

这里却没有喧嚣，只有别样的宁

静，在朝霞与夕阳映衬下、在榕树

和河涌静守中，默默诉说着它的流

光岁月。

它，就是白沙社区。

古迹石桥流水
祠堂飘书香

白沙社区是由麦姓人麦大于南

宋年间开村，至今已有 800 余年历

史。800多年的时光，给白沙社区留

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财富。漫步在

白沙社区古香古色的建筑群中，随

处 可 见 保 存 良 好 的 古 老 宗 祠 、

屋舍。

其中，杜氏大宗祠是白沙社区

现存最大的祠堂，至今已有 200 多

年历史。杜氏先人有着尊师重教的

优良传统，如今我们看到的杜氏大

宗祠，当年就是按照学堂规格建造

的。抗日战争时期，白沙小学也曾

“迁址”到杜氏大宗祠里。

正是由于对教育的重视，白沙

社区还保留了不少古色古香的书

社。其中，位于杏花桥街二巷的三

堂书院，就始建于清光绪年间。

三堂书院由清朝一位有名的沈

氏将军及约南桥陈、沈、冼三姓人

共襄善举资助建成，故取名“三

堂”，是白沙社区陈、沈、冼三姓子

弟读经诗、知礼义的好地方，曾经

有过辉煌的历史。

流水人家改，杏花不见，空留

古桥慰今人。在三堂书院和太子

庙不远处，还有座石桥，静静矗立

了百年时光，阅尽四书五经、听过

朗朗书声、感受过太子庙的香火

缭绕——它就是杏花桥。杏花桥

横跨南约河涌，桥长 10 余米，为

单孔石桥，桥面由五块白石合并

而成。

杏花桥对于白沙人有着特殊的

意义。据桥北侧碑文记载：“咸丰年

代为木桥，十一年（1861 年）重修，

因地处南约，称南桥；光绪三年

（1877年）重建为石桥。”

修道路建公园
社区大变样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和美丽

文明村居建设工作的推进，以“务本

厚德·吾乡白沙”为主题引领，白沙

社区内外兼修，更添魅力。2017年 6

月，兴隆公园重建落成，为白沙社区

建设美丽文明村居打响第一炮。其

后，随着道路、公园等各个工程建设

项目的推进，原本就古色古香的白

沙社区“颜值”更是大幅提升。

中心路早已完成电房搬迁工

作，路面扩宽至四车道，河涌沿岸

还建设了堤坝并完善了绿化景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园、农耕文

化公园，如今成了街坊散步休闲的

好去处。此外，大街小巷、村前屋后

的“颜值”也纷纷发生了大变化。

扬文化传美德
丰富精神内涵

除了提升硬件“颜值”，白沙社

区还积极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春节期间，开

展爱心义卖活动，筹善款为孤寡老

人送温暖；端午期间，龙舟争渡，热

闹非凡；私伙局、读书驿站，老幼都

有所乐。

此外，白沙社区还举行了“家庭

三亮”道德人物评选活动，树立道

德榜样，宣扬美德；志愿者也经常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孤寡老人和

困难家庭送去温暖。

随着乡村振兴和美丽文明村居

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白沙社区“内

外兼修”争取建成“三美一优”的宜

居社区，这个800余年的古韵乡村正

焕发出新的活力。

（据佛山市文明网）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开发，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电力保障，在

生态保护和电力扶贫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图为吉安市永丰县中村乡凌云山的风电场。 刘浩军 摄

温州市瓯海区
首推温州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漫画手绘版

本报讯（温文）近日，浙江省温州

市瓯海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发

布了《礼行瓯海，共爱我家——温州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宣传手册，以漫画手绘形式解读

文明条例，这在温州尚属首例。

据了解，全书通过漫画手绘的手

法对《条例》的核心内容进行图文解

读，将原本枯燥的法规文书翻译成生

动的场景漫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观赏性，特别适

合未成年人阅读。

该手册分“倡导和鼓励的文明行

为”“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日常

礼仪”三个篇章。在“重点治理的不文

明行为”部分，不仅以图文形式点明

其危害，还对不文明行为所要承担的

法律责任以温馨提醒的方式进行呈

现。在“日常礼仪”部分，则对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排队守序、文明旅游、文

明观赛、乘坐交通工具等行为礼仪进

行了注解。

瓯海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主任李渊表示：“2022 年杭州亚运会

龙舟赛事落户瓯海，瓯海已全面开启

‘亚运时代’，今年又是《条例》实施的

第一年。瓯海区将以《条例》的宣传贯

彻落实作为提升市民素质的重要举

措。这次印制漫画手绘版宣传手册就

是希望通过图文形式加深市民对《条

例》的理解，自觉遵守《条例》，促进文

明行为养成，以文明的姿态拥抱亚运

时代。”

据悉，该宣传手册将在瓯海全区

所有中小学校、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

公共场所进行发放，供市民免费取阅。

安 徽 省 铜 陵 市 ，长 江 江 心 洲

上，有村名为“群心”。群心村党群

服务中心，一袭白墙黑瓦。三层楼

的底层，半是政务大厅，半是红字

标示的“喜庆堂”。“我儿子在这儿

办婚宴，特省钱！”指着牌匾，村民

吴义松说。（《人民日报》）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不仅加重

了群众负担，还败坏了社会风气，

成为各地移风易俗工作的重点。但

有的地方只是单一地依靠规章制

度，而没有为群众操办婚丧嫁娶提

供合适的渠道，以致婚丧嫁娶大操

大办之风难以有效遏制。群心村在

村里建设“喜庆堂”，群众在此办婚

宴不失风光还省钱，群众自然喜

欢 。移 风 易 俗 不 仅 要“ 堵 ”也 要

“疏”，只有疏堵结合，才能真正取

得效果。

“堵”就是通过制定村规民约

等规章制度和成立红白理事会等

群众自治组织，加强宣传教育和

引导管理，并利用这些组织积极推

进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等文明新

风。婚丧嫁娶宴请宾朋，本在维系

亲朋好友、乡邻之间的情感和乡村

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发挥着一定的

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在一些地方婚丧嫁娶

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现象越来越严

重，以致互相之间攀比、讲排场、撑

面子，超出了正常的礼尚往来本

意，阻碍着乡村社会的文明和谐发

展。这就需要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村

规民约的制定，把反对红白喜事铺

张浪费等写进村规民约。

“疏”就是为群众的情感表达

搭建新的平台和渠道。婚丧嫁娶宴

请宾朋本是人之常情，如果对正常

的习俗和陋习不加区分，一味地禁

止，不光有可能群众不买账，还可

能影响干群关系。这就要求有关部

门不仅要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更要

结合乡村实际加以疏导，为群众搭

建好平台和沟通渠道。各地可以借

鉴群心村的做法，积极建设类似

“喜庆堂”一样的宴请场所，引导村

民节俭办婚宴。

总的来说，移风易俗是一项长

期的系统性很强的工作，既要依靠

法治、德治，也离不开村民的自治；

既要有“堵”，也要有“疏”，要立足

乡村实际，不断创新符合新时代要

求、满足群众需求的新做法。只有

这样，移风易俗才会赢得群众的支

持和参与，乡风才会越来越文明，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才会更强。

（上接B1版）
翠微路校区的学生潘宣任回忆，

3月的一天早上，她和妈妈李传芬一

起走在去学校的途中，当经过一个十

字路口时，妈妈见有一位老人步履蹒

跚地过着马路，连忙上前将其扶着一

同穿过马路。妈妈的善举，深深地印

在了潘宣任的脑海中。“在生活中，妈

妈时刻遵循‘与人为善 勤奋好学’家

风的言行让我学到了许多待人处事

的方式。”潘宣任认为，好的家风让自

己在妈妈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一个更

好的人。在翠屏区，像李传芬一家这

样重视家风建设，通过自身言行践行

家风的家庭比比皆是。

除了打造江北实验小学等一批

家风示范基地，翠屏区在实施家风

示范引领工程中，还广泛开展了“文

明翠屏·身边好人”选树活动，积极

举办家风建设论坛、家风演绎活动，

创作征集健康文明新家训，大力宣

传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等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教

育引导群众，进一步推进家庭文明

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细落小落实。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任

何时候都应该发扬光大。”在翠屏区

宋家镇石笋村“家风家训示范基地”，

该村二社党员曾玉儒家的堂屋门前

悬挂的家风展示牌向记者讲述着这

个家庭的优良家风。

自翠屏区家庭家风建设活动启动

以来，石笋村就根据要求在全村开展

了“兴家风、淳社风、正村风（三风）”活

动，以党员、群众代表影响和带动身边

群众自觉投身到“三风”建设中来，以

家风带社风，以社风促村风。

“在党员、群众代表的示范引领

下，我村的村民都亮出了自家的家

风。”石笋村党支部书记侯元英告诉

记者，该村常年举行“传承好家风、倡

导好社风，好村风”授牌活动，引导党

员干部和群众廉洁修身、遵纪守法。

家庭家风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

的重要方面，石笋村的“三风”建设活

动正是翠屏区实施家风建设助廉工

程，扎实开展“廉洁清风进万家”活动

的生动实践。

与石笋村一样，家庭家风建设也

给翠屏区的其它村镇（街道）带来了

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牟坪镇召开的

“廉洁家庭”建设座谈会，明威镇挖掘

的史可法“孝悌、励志、勤廉、报国”的

家训以及“重农耕、重教育、尊礼仪、

睦四邻”的侯岗精神，象鼻街道开展

的培育好家风传承好家训工作……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政风

清。在家庭家风建设活动中，翠屏区

每一名家庭成员都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展示优良家风，弘扬优良家风，做

社会主义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和倡导

者，为建设“幸福美丽翠屏、决战决胜

全面小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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