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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不息的长江孕育了繁衍不

息的文明，繁衍不息的文明孕育了

这座城市——马鞍山。

文明，不仅成为这座城市留驻

的荣耀和标志，更成为这座城市不

断成长的动力，成为滋润这块“福

地”的不竭源泉。十年前，安徽省马

鞍山市成为第一个荣获全国文明城

市称号的中部地区城市，并保持了

“四连冠”的荣誉。2017 年，首次开

评全国文明城市县级市和县，马鞍

山市当涂县以全省第一的名次成功

晋级。十年，马鞍山用创新和奋斗打

造文明城市创建的样本，书写了精

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篇章。

钢铁般的品格，江水般的
情怀

1953 年 2 月，一批批祖国儿女

从天南地北来到马鞍山，投入到热

火朝天的大建设之中，他们是这座

城市的开荒者。

工人队伍的荣光和报效祖国、

建设祖国的豪迈壮举，铸造出他们

钢铁般的品格、江水般的情怀，也成

为马鞍山最初的城市基因。

这是甘于奉献的初心，这是为

国争光的初心，这是追求幸福生活

的初心。

一代代马鞍山人，让这样的“初

心”不断升华发扬。

2010年，在街道、社区党组织的

帮助和指导下，热心公益事业，积极

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中国好人”周

圣清以晨练队 40 多名队员和社区

老年学校学员为骨干，吸收了社区

里电工、木工、水工、理发师、炊事

员、缝纫工等有一技之长的热心居

民，组成了“平安志愿服务队”，积极

投入到邻里守望相助、上门服务维

修、社区文明创建、小区治安巡逻、

居民矛盾纠纷调解、社区信访维稳

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中。

2015 年，“平安志愿服务队”被

评为全国首批志愿服务示范团队。

2018年年初，暴雪突袭长三角，

雪很大，城市很冷。1月27日晚，从江

苏淮安运送蔬菜前往江西的司机郭

武林驾驶大货车行驶至宁芜高速马

鞍山北入口后，因道路结冰无法前行

便驶下高速。一下高速，郭武林就受

到了志愿者的热情迎接，被安排住进

了宾馆，吃上了热饭。“马鞍山这座城

市太热情了，感觉跟到家了一样！”

暴风雪虽冷，却衬出了马鞍山

人心胸的温度。

2019 年，78 岁的周圣清担任

“红袖标”爱心助邻社首任党支部书

记。6 月 5 日，周圣清代表党支部全

体党员向省委书记李锦斌写了一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决心书，并

按上了19枚“红手印”。

一个人的初心，一城人的
初心

2019 年，一位马鞍山人感动了

全中国。和县乌江镇卜陈村年过九

旬的退休教师叶连平，在暑天掀起

了一场崇敬好人的“热潮”。

62 岁，叶连平从教师岗位上退

休。72岁，他在家里义务办学，免费

为乡村儿童开设英语课堂，创办了

“留守未成年人之家”。

19 年来，叶连平未向学生收过

一分钱，而他自己却连一瓶矿泉水

都舍不得买。

为了留守儿童，叶连平几乎花

光了自己 30 多万元的积蓄。2012

年，他又拿出 2.1 万元，连同当地政

府和社会捐赠，成立了“叶连平奖

学基金”，至今已发放了 10 万多

元，用于资助学习优秀的 132 名贫

困学生。

叶连平一辈子无儿无女，和老

伴相守过着清贫的生活，至今还住

在老旧的平房里。

在叶连平的身上，人们看到了

一位普通党员最质朴的“初心”。他

说，“我在物质生活上只要求低水

平，但我在精神生活上要高标准”；

他说，“我希望等到走的时候，能够

被组织上认可，我是一个合格的共

产党员”。

当凡人善举在这座城市高高立

起，成为城市文明的灯塔；当真善美

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成为城市文

明的基石，以德树人，就在这座城市

有了最广大的天地、最广阔的舞台、

最辽远的前程。在马鞍山，叶连平并

不“孤单”，马鞍山好人节、邻里节、

红袖标、爱心驿站、公益善食馆、益

起来……一大批精神文明建设的特

色品牌，正在这座城市“巍然耸立”。

一件件生动的“道德实践养成”

故事，形成了这座城市“聚山纳川”

的新气势。

马鞍山新的“城史”，也是这座

城市的一部“文明实践史”，正在夯

实不断加厚的文化根基。

像爱眼一样守护初心，像
育苗一般壮大初心

去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马鞍

山市中小学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

“礼物”——由马鞍山市的老师们编

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丛书

《精神家园》。

2018 年 9 月，马鞍山市中小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进工程”正

式启动，23.5 万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丛书《精神家园》与教材一

道，人手一册免费发放到全市中小

学生的手中。丛书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全面融入校园文化，为青少

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潜

移默化中播下道德的种子。

作为全省首家、全国示范的

综合性市级志愿服务平台——

占地近千平方米的马鞍山市志

愿服务中心，已经成为全市志愿

服务组织孵化、志愿者培训的场

所，目前中心已入驻孵化志愿服

务组织 50 余个，举办各类培训

100 余场。马鞍山市以志愿服务中

心为依托，依靠县（区）文化场馆

以及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综合

文化站（中心），整合道德讲堂、乡

村学校少年宫、科普活动室、城乡

健身广场等现有资源，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力争把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思想引

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幸福培

育”的百姓之家。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马鞍山

各地蓬蓬勃勃的建设、拓展之中，成

为这座城市文明实践的新平台。

截至目前，马鞍山建立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6个、所 46个、站 566

个、行业站点200余个，基本实现全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

全覆盖。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马鞍山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初心”就是为

民、惠民，不曾改变，从未动摇。

创建为了人民，创建依靠人民，

创建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已成为马

鞍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根本逻

辑和鲜明特征。

一城“初心”打造文明城市创建样本
马文

清晨的赤水，暑气中夹杂着几

丝清凉。在贵州省赤水市宝源乡回

龙村的堰坝口安置点中，二三十名

村民围坐成圆圈。

“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就是要我们搞生态农业和生

态经济。大家要把山水保护好，把

竹林管护好，在石头上栽满金钗石

斛，再搞好林下养鸡、冷水养鱼以

及花卉、果蔬观光农业，就可以发

生态财啰……”这是贵州省赤水市

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者驻村理论

政策宣讲员穆仁斌正在给村民作

理论宣传。

每个月的上下半月，穆仁斌各

在村里工作 5 天，面对面地接受群

众“点单”。他还策划了“国旗下的传

习”志愿服务项目，每个月的第一天

都要组织村民进行一次升国旗仪

式，开展一次理论政策宣讲。

如何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让

文明实践往实里做，往深里走。今年

初春，赤水借鉴脱贫攻坚驻村包保

工作经验，组建起 126 支乡风文明

志愿服务队进村。每一支队伍都配

齐了理论政策宣讲员、产业致富帮

扶员、文艺活动辅导员、移风易俗引

导员、权益维护指导员“五大员”，他

们从 7600 名党员干部志愿者中选

拔产生，由 678 名专业对口或有特

长者组成。

何淑琴是一名农业农村局派驻

旺隆镇富顺村的产业致富帮扶员，

她发挥专业长处组织村民学习种

养技术 12 次，让 10 多户群众成了

产业大户。“过去技术不到家，搞啥

子都亏本。”村民冯泽辉说出了心

里话，他现在栽种了石斛、白芨等

药 材 ，预 计 今 年 收 入 达 到 10 多

万元。

做给群众看，带起群众干。赤水

市将乡风文明志愿指导队工作情

况，纳入干部的年终考核，压实工

作责任，让“五大员”成为群众身边

永远不走的志愿者。同时，以党风

带政风，政风带民风，推动农民志

愿服务蔚然成风。据志愿服务系统

显示，目前已经发展农民志愿者

6389 人，参与志愿服务 3 万余次。

通过文明实践的引导，越来越多的

农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再变为

爱好者、传播者，最后也成为了志

愿者。

返乡农民工赵群西加入了葫市

镇小关子村的“葫芦”文艺志愿者

队，他利用休息时间教会村民跳广

场舞、拉丁舞，还带着他们打快板、

吹笛子、拉二胡，小村子悄然焕发文

明的新气质。

农民志愿者卢华英、杨昌芹加

入了“竹艺生花”志愿服务项目，义

务培训了易地搬迁扶贫安置点的

1000 余名群众，帮助大家发展竹编

增加收入。

农民志愿者帅必祥参加了复兴

镇凯旋村的“提调官有话说”志愿服

务项目，用接地气的方式劝导农村

群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

办”，农村滥办酒席的风气得到了有

效的遏制，户均人情支出从每年

5000元降到2000元左右。

马鹿村支部书记陈辉光加入了

“花轿计划”志愿服务，助力恢复传

统婚俗，向高价彩礼、庸俗婚闹说

再见。

在赤水，派驻乡风文明志愿指

导队积极引导农民群众成为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参与主体，这既把以人

民为中心的要求落到实处，做到“为

了群众、服务群众”，也坚持“发动群

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探索出新

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让

精神文明之花在乡村竞相绽放，老

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了满满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贵州赤水：志愿者驻村让文明花开正芬芳
刘荣誉

8 月 2 日，湖北省宜昌市夷

陵区一场以“留守儿童与机器人

共舞”为主题的暑期“红领巾课

堂”在三斗坪镇园艺村“希望家

园”开课。在科技与智慧的欢乐

碰撞中，孩子们争相与机器人比

赛跳舞，零距离体验了科技的魅

力，增添了孩子们对科学技术的

兴趣和爱好。 张国荣 摄

本报讯（芦蕊）近日，中央文明

办领导率考察组来到山西省孝义

市，就深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考察组先后来到崇文街道留义村、

西关农贸市场、府东社区、崇义园、人

民医院、市民服务中心、新义街道办事

处、胜溪湖森林公园，对孝义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现场进行考察指导。

据悉，此前检查组已对孝义市创

建工作进行了实地暗访。

考察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

《文明孝义 再出发》创建汇报片，吕梁

市政协副主席、孝义市委书记、市文明

委主任李真就孝义市深化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考察组充

分肯定了孝义市的创建成果，认为：孝

义市环境卫生总体干净整洁，日常管理

规范有序，城市生态、园林绿化水平比

较高，市民文化、健身场所遍布全市，公

益广告景观小品随处可见，整体城市社

会风气好，群众认可度、满意度高。同

时，从环境卫生保洁进一步精细管理、

基础设施维护进一步加大力度、城市日

常管理进一步补齐短板等八个方面对

创建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馈。

孝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廷洪在考

察座谈会总结讲话中表示，孝义市将深

入贯彻中央、省、吕梁市部署要求，认真

落实座谈会精神，推进文明创建制度

化、常态化、长效化。对指出的问题和不

足，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工作措施做好

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文明建

设，以有力务实的举措，树立孝义新形

象，再造孝义发展新优势，不断夯实进

军全国县域百强第一方阵的基础。

江西吉安积极探索
“好人文化”品牌建设

本报讯（邹清华 记者 胡桂芳）近
年来，江西省吉安市积极探索“好人

文化”品牌建设，以服务群众为切入

点，立足传承红色基因、调解矛盾纠

纷、创新基层治理等服务内容，致力

助推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建立“好人

工作室”，先后涌现出毛秉华工作室、

杨慧芝工作室、廖玉秀劳模创新工作

室、刘光森劳模创新工作室等一大批

“好人工作室”，吸引了300余名干部

群众主动参与，受益群众达 500余万

人次，让“好人文化”品牌成了大家公

认的“香饽饽”。

立足传承红色基因，建起“毛秉

华工作室”，2014 年 8 月，在第五届

全国道德模范毛秉华的带领下正式

成立了“毛秉华工作室”，工作室在

“井冈山精神宣讲团”的基础上大力

开展弘扬井冈山精神的宣讲工作，

对听众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革命

传统教育，帮助听众加强对井冈山

精神的理解和认识；立足调解矛盾

纠纷，建起“杨慧芝工作室”，该工作

室由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

得者杨慧芝创办，设立在青原区新

圩镇居委会，工作室严格按照“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的工作原则，强化责任意识、深化责

任落实，全力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和群众来信来访；立足创新基层

治理，建立廖玉秀劳模创新工作室，

2014 年，上榜中国好人的廖玉秀充

分发挥先进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由

社区 13位热心公益人士组成的工作

室团队，建立起物业管理、业主委员

会、环境整治、文化宣传、帮困助老

救扶、治保调解等 16 个志愿服务小

组，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服务

宗旨，每周定期收集小区居民的意

见反馈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分

析在为民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问

题，每月集中商讨并确定解决一个

群众诉求，为构建“人文社区温馨家

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助推当地社

区先后荣获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

社区、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

社区、全国科普示范社区、全国充分

就业示范社区等荣誉称号。

中央文明办深入山西省孝义市考察调研创建工作

安徽马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