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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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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文化遗产守住文化根脉
用老建筑留住乡愁
臧会彬

文明乡风浸润美丽乡村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积极探路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

钱进 立新 周娜

搭好“东家台”唱好“主角戏”

西宁市召开应急管理新闻宣传工作通气暨座谈会
本报讯（旦正措）近日，青海省

西宁市委宣传部、市应急管理局召

开“安全生产月”西宁市应急管理

新闻宣传工作通气暨座谈会，会议

旨在建立健全西宁市应急管理新

闻媒体协调机制，加强应急管理部

门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着力规范西

宁市重大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和突

发性应急事件的新闻宣传工作，切

实提升全市应急管理领域新闻报

道、宣传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会议要求，切实做好应急管理、

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的社会宣传

工作尤为重要，西宁市应急管理部

门和各新闻媒体单位要清醒认识

当前的形势，深刻理解加强应急管

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宣传

能力，着力挖掘报道先进典型，强

化新闻舆论监督作用，持续开展应

急管理公益宣传，努力开创应急管

理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会议提出，西宁市各级应急管

理部门要搭好“东家台”、唱好“主

角戏”，充分认识应急管理工作的

重要性和特殊性，充分发挥各级安

委会的牵头协调、综合监管作用，

广泛动员组织各级相关部门、各单

位按照职责职能，做好主管行业领

域内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

灾救灾的新闻宣传工作，最大限度

地发挥宣传教育推动应急管理工

作、提升公民素质的内在作用。

海口的记忆在哪里？历经时光

的磨砺、岁月的沉淀，流淌在城市的

文脉里。

建筑是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之

一，海南海口的老建筑，以古旧的色

彩、斑驳的痕迹，记录着城市的故

事，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在海口的城

市更新“五化”先行中，做好建筑文

化遗产的保护，让城市的历史风貌

留住海口的记忆，是这座城市始终

关注的。

七井八巷十三街
古韵中触摸文化脉络

经时光磨砺的建筑，虽然不复

曾经的华丽，却是海口记忆的载体。

在府城，顺着文庄路，沿着鼓楼街走

进去，便能看见鼓楼，古老的青石台

阶，屋檐下的梁上精美的木雕经历

了百年沧桑依然动人，和周围淹没

在居民区里的宗祠、琼台福地共同

讲述着曾经的盛世繁荣。

深藏于府城“七井八巷十三街”

的古建筑承载着几代人成长的记

忆，让乡愁有了寄托之地。“每次回

家经过这里都忍不住多看几眼，这

些建筑越来越旧了，看上去很是沧

桑。”在府城长大的市民严先生说，

这些斑驳的建筑让他无论走多远想

到的时候都是满满的乡愁。

“孩子刚参加完小学毕业考试，

带她来这里走走，除了看看这些古

建筑，还参观了海瑞故居、五公祠等

地，让孩子在欣赏海口特有的古建

筑的同时，感受这里的文化脉络。”6

月 19日下午，海口市民孙女士带着

女儿在府城感受古建筑魅力时说

道，她是刚到海口工作的新海口人。

“通过城市建筑能更了解一座城市，

让孩子把根扎在这里。”

老建筑讲述历史
改造中留住老街记忆

从修葺历史建筑到保护历史风

貌，人们对保护历史文脉的观念与

认识在不断更新。海口在城市更新

中，修旧如旧，让老建筑保持原有特

色，留住城市记忆。

海口骑楼老街，一栋栋骑楼廊

廊相连，女儿墙上细致的雕刻，南洋

风格的建筑里记述着归侨的文化传

承。海口南洋骑楼老街文化展示馆

资料显示，20 世纪 20 年代，在南洋

各国站稳脚跟并对居住国作出重要

贡献的海南华侨，不忘回馈故土，纷

纷汇回丰裕资金支持海口建设。南

洋骑楼老街的建成孕育的商业之

花，形成海口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别

样风骨。一百多年前，旅居东南亚的

华侨，把欧洲下午茶的习惯带回了

海口，和当地的饮食风俗融合，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老爸茶。如今，骑楼老

街处处弥漫着生活的气息。

“改造前这里下雨天污水很多，

现在旧房子住起来也有韵味了。”在

骑楼老街西关内街卖鸡屎藤的何阿

婆告诉笔者，她们那代人的脑海里

还记着老街的历史。“看到游客多

了，老街越来越好看了，好像曾经的

记忆又回来了。”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海口正在组织有关单

位开展骑楼老街新一轮的规划设

计，竭力将骑楼老街打造成为集城

市历史文化展示、旅游观光、特色消

费三位一体的，具有南洋特色的历

史文化旅游街区，以百年骑楼独特

的建筑魅力、丰富多彩的街区文化

生活和本土独一无二的历史民俗风

情，提升海口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

品位，留住海口的城市记忆。

保护好历史遗迹
更新中构筑文化名城

古建筑是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何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留住

城市记忆，是城市管理的重要课题。

海口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

历史遗迹保存较好，历史上作为连

接我国内陆与东南亚地区的重要

枢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化积

淀。海口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对

能够体现城市历史传统风貌和

地域文化特征的街区、建筑进

行普查，制定历史文化街区和

历史建筑名录，严格按照国家、

省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予

以保护。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城市的

建筑汇集了城市的文脉，是一

座城市的记忆，潜移默化地影响城

市的气质。

该负责人介绍，《海口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了海口旧城

和府城旧城两片历史文化保护街

区，保护规划体系包含市域历史文

化环境保护、历史城区保护、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和文物古迹保护四

个层次。保护体系的重点是琼山府

城传统民居历史文化街区、海口骑

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以及 65 处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实现对海口文物

古迹和历史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对

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城

市的文化建设和社会综合发展，从

而推进海口成为文化特色鲜明的

文化名城。

6 月 23 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当日，浙江省湖州市多地举办了精彩纷呈的群众体育活动，庆祝这个属于奥林匹克的日子。图为在湖州市少年户外拓

展基地，一场少儿足球赛让烈日下的少年们酣畅淋漓，过了一把足球瘾。 邓德华 摄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

党中央着眼推动农村宣传思想工作

和精神文明建设强起来而作出的重

大决策。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一项全新的

工作，怎样才能做得好？在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过程中，江苏省宿

迁市宿豫区积极探路，按照供需对

接项目化、衔接联动网格化、服务群

众精准化的“三化”要求，认真念好

“讲、选、解、活、提”五字口诀，让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落实落地。

连日来，宿迁市宿豫区新庄镇

朱瓦文明实践站门前热闹非凡，100

多位群众自发组成“评审团”，分组

对社区居民的家庭卫生评比打分，

准备选出 6 月份的社区“文明之

星”。这是宿迁市宿豫区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选”字掠影。

“讲”好政策理论。该区围绕“群

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的理念，着力构建“一库一单三堂”

理论宣讲模式，建立“理论宣讲志愿

者师资库”，进行菜单化管理，拓展

乡镇（街道、园区）新思想大讲堂服

务功能，在村（社区）开设支部学堂，

在新媒体平台开设“网络微课堂”，

让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飞入

寻常百姓家”。今年以来，已先后开

展宣讲活动60余场次，受众4000余

人次。

“选”出身边典型。一位好人，温

暖人心，一群好人，德耀一座城！6月

6日，宿迁市宿豫区在文化公园小剧

场举行第三届“宿豫好人”颁奖典

礼，10位“宿豫好人”及其10位提名

奖获奖者、8位“最美宿豫人”、48户

“五星文明家庭”代表身披红绶带接

受表彰，他们让宿豫更加温暖，让宿

豫更加文明。

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时代

楷模”“最美人物”“宿豫好人”“五星

文明家庭”的推选和学习宣传活动，

目前，宿迁市宿豫区已先后涌现出

了 18位“中国好人”、24位“江苏好

人”、3位“省道德模范”、14位“感动

宿迁人物”和 76 位“宿豫好人”。每

月开展一次巡展、巡演、巡讲活动，

营造崇德尚善的良好氛围。

“解”决群众之忧。每月开展一

次以“文明实践、助人为乐”为主题

的志愿服务活动。2019年，宿迁市宿

豫区共设置了近百个精品志愿服务

项目，使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更有

情怀、更有温度。新庄镇“四点半课

堂”解决了学生放学与家长下班时

间错位、父母接孩子不便的难题；林

苗圃“不梨不弃”志愿服务队解决了

酥梨附加值不高、与三产融合不够

的问题；陆集镇“青葱助农”志愿服

务队解决了芦蒿深加工的问题；“爱

晚情”助老团解决了高龄、空巢、失

能老年人情感、生活等个性化需求

问题等等。

“活”跃文化生活。宿豫区深化

拓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常态

推进“书香宿豫”建设、全民阅读行

动，每年举办“豫见好声音”、文化艺

术节、广场舞大赛、“同唱祖国好奋

进新时代”民俗文化展演等系列文

化主题活动，满足了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进一步活跃繁荣了基层文化

生活。

“提”振乡风文明。围绕乡风文

明建设，规划建设集宣传、体验、互

动、教育、分享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一号线”，高标准打造

了10个乡镇小镇客厅、10个特色乡

村“双十”乡风文明示范点，制定发

布了《宿豫乡风文明20条》，引导农

村群众文明节俭、尊老孝亲、厚养薄

葬、爱护环境等等。

为了保证新时代文明实践各项

活动的顺利开展，区、乡两级财政每

年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专项资金

1000 万元，其中区级财政设立 500

万元专项资金，各乡镇、街道、园区

财政设立专项资金 50 万元，13 个

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36

个村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

设实现了全覆盖。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既没有

现成的经验，也没有既定的模板，我

们立足自身实际，边探索、边推进，

边总结、边提升，努力让新时代文明

实践助力城市文明、助力乡村振

兴。”宿迁市宿豫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徐海涛说。

集思想政治引领、传播党的声

音、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文明风尚、

提供惠民服务等于一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建设，宿迁市宿豫区积

极探路，如种子遍撒春天的大地；又

如石击水，扩散到了乡村每个角落，

点滴之间浸润文明乡风。

长沙：欢声笑语迎“七一”
“童心向党”唱响中国梦

本报讯（黄藤）近日，在湖南省长

沙市芙蓉区朝阳街道人民新村社区

窑岭广场，一场以“我和我的祖国 唱

响新时代 童心筑梦未来”为主题的文

艺汇演活动在这里上演。

整场活动包含朗诵、器乐表演、

歌舞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富有

童真童趣的艺术表达，展现了孩子们

的快乐心情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唱响中国梦。活动中，萨克斯独奏《我

爱你中国》、拉丁舞《童年畅想》、小提

琴合奏《我们多么幸福》、独唱《我和

我的祖国》等二十余个节目依次上

演，精美绝伦的舞台呈现，展现了孩

子们爱党爱国、奋进新时代的热情。

“在‘七一’建党节到来之际，社

区和驻区单位联合举办文艺汇演活

动，让居民群众感受文化进社区，文

化惠民的新风尚。”活动相关负责人

说，辖区有湖南省湘剧院、湖南省花

鼓戏剧院、湖南图书馆等文化单位，

文化资源很丰富，开展各项文化活动

已成常态化。

海
口

蚌埠：“身边好人”
同唱祖国赞歌

本报讯（程凡）近日，由安徽省蚌

埠市文明办主办，蚌山区文明委承办

的“礼敬祖国·奋斗蚌埠”系列活动之

“身边好人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咏

比赛——第一场月赛活动在大塘公园

举行。来自全市三县六区的身边好人

们齐聚一堂，用唱红歌的形式生动展

现“蚌埠好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展示了蚌埠市文明创建的成果。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禹会区的

《永远跟你走》、龙子湖区的《共筑中

国梦》、高新区的《家乡美、蚌埠棒》、

经开区的《祝福中国》、固镇县的《精

忠报国》、蚌山区的《共和国之恋》获

得“礼敬祖国·奋斗蚌埠”系列活动之

“身边好人唱——我和我的祖国”歌

咏比赛——第一场月赛的优胜奖，成

功晋级决赛，将会在 7月迎来第二场

月赛。

蚌埠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围绕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纪念活

动和“对标中心找差距，立足自身勇

担当”大讨论活动，组织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文明市民、新时代好少年等

广泛传唱歌颂党、歌颂伟大祖国的优

秀歌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

脑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