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上向善 创建创新

8今日 版

精神文明报社出版

JING SHEN WEN MING BAO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战线 全媒中心 独家报纸

报社官方微信精神文明网

本报（精神文明网）网址

http://www.jswmw.com.cn

全国发行代号 61-1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5

责任编辑 何纯佳 王丽电子信箱：jswmb-bjb@163.com jswmb2016@163.com

值班编委 杨文娟

2019年10月31日 星期四

第4914期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近日

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立足实践发展 、突出问题导

向，明确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任

务要求，对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全民道德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

德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立根

塑魂、正本清源，推动思想道德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呈现积极健康向上

的良好态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对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一些地方、一些领域

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

警示人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

项长期而紧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需要久久为功、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成事兴业，关键在人。推进新时

代公民道德建设，重在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人民有

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要 把 培 养 时 代 新 人 作 为 公 民 道 德

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习近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导，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要引导

人 们 把 共 产 主 义 远 大 理 想 与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

把 实 现 个 人 理 想 融 入 实 现 国 家 富

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伟大梦

想之中，激发实干奋斗精神，培养

造就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时代新人。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是 当 代

中国在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

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坚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

主流价值建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

认同 、指引道德实践，引导人们明

大 德 、守 公 德 、严 私 德 ，在 全 社 会

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行天

下的浓厚氛围。近年来，从全国道

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到一个个在百

姓 身 边 涌 现 的“ 最 美 ”人 物 ，向 上

向 善 的 道 德 力 量 为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不断注入正能量。积善成德 、从我

做起，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在贯穿结合融入上见真章，必将使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进 一 步 内 化

于心 、外化为行，成为人们的精神

追求和行动自觉。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推进新时

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强化道德建

设的法治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有

赖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践行也离不

开法律约束。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

建设全过程，以法治的力量维护道

德、凝聚人心，营造全社会讲法治、

重道德的良好环境。

道德建设既要靠教育倡导，也

要靠有效治理。针对道德领域突出

问题，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

行政和社会管理、舆论监督等各种

手段，建立常态化机制，有力惩治失

德败德、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形成

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让

社会主义道德的阳光温暖人间，让

文明的雨露滋润社会。

10 月 23日，山西省武乡县气象

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受强冷空气

影响，预计 48小时全县最低气温降

温幅度在8℃以上。

面对极端天气，代照岭村 63 岁

的王彩萍不再觉得难熬。自从 2018

年 11月通过整村搬迁搬进新家后，

家中用上了电暖器，“开关一开，不

到10分钟屋里就暖和了”。

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

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

关系攻坚战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住房安全有保障主要是让贫困

人口不住危房”“南方住房要注重通

风，北方住房要注重保暖”。

笔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

到，2013 年至 2019 年 6 月，中央财

政累计支持全国 1794 万户贫困家

庭改造危房，帮助 5700多万贫困群

众住上了安全住房，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2300多万人。

告别危房进新屋
让贫困人口住得安心

坐在屋里就能看星星、晒太阳，

53岁的贵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玉溪镇城关村贫困户胡康辉回忆，

过去住土坯房，透风漏雨，一到冬天

冷得不得了，现在家里暖暖和和的，

再也不怕刮风下雨了。住房被评定

为危房后，政府资助他 3.5 万元，建

了一幢砖混结构的新房。

胡康辉住房的变化是农村危房

改造惠及贫困群众的一个缩影。

2008 年，一场百年不遇的雪凝灾害

袭击贵州，年久失修的农村房屋倒

塌、损坏十分严重。为此，贵州在全

国率先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据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统 计 ，

2016年至 2018年，中央已累计支持

600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

象改造危房，剩余的135.2 万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存量危房已

在2019年全部安排改造。

王彩萍所在的代照岭村，由6个

自然村组成，127户人家过去分散居

住在沟壑峁梁之间，很多房屋年久

失修，随时有倒塌危险。2017 年，当

地政府决定对代照岭村进行整村搬

迁。到 2018 年底，40 套乡村特色风

貌的住房全部建成，白墙红顶的新

房子依山就势、错落有致。

村民史小平说，这些新房子绝对

安全，“我们村里人是亲眼看着房子

盖起来的，盖房用的材料货真价实。”

按照计划，“十三五”期间，国家

将对 1000 万左右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到去年底已

经完成 870万贫困人口的搬迁建设

任务，大部分搬迁人口脱了贫，今年

剩余建设任务将全面完成。

重实际、听民意
让贫困人口住得舒心

深秋时节，笔者沿着硬化的柏油

路驱车来到大凉山深处的四川凉山

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火普村。透过无人

机航拍镜头可以看到，这个昔日的深

度贫困村，已经变成了白瓦灰墙、错

落有致、焕然一新的彝家新村。

走进村民吉勒次子的家，80 多

平方米的房子有 4 个卧室，能够满

足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需要，客厅里

干净整洁，46英寸的液晶电视能够

收看有线电视节目，卫生间和厨房

单独修建在小院里。

“国家补助了 2.7 万元，我自己

出了 3 万元，居住条件和以前比简

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住得很

舒服。”吉勒次子说，过去家里的房

子破破烂烂，“外面下大雨，里面就

下小雨”，除了住房条件差，不少村

民家人畜不分居，卫生条件很差。

火普村党支部书记吉色次哈告

诉笔者，从 2016 年开始，村里修建

彝家新寨，2017年上半年全部完成，

79户贫困户全部易地搬迁，住进了

客厅、厨房、卧室、洗手间一应俱全

的新房子。

舒心，还来自对群众意愿的充

分尊重。山西省武乡县代照岭村党

支部书记窦玉龙说，村里实施易地

搬迁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村民意

愿，采取了县城集中安置和就近移

民安置两种方式。

35岁的牛小玲一家住进了县城

一套 84 平方米的房子。她告诉笔

者，这主要是考虑到孩子上学方便，

小区里还有扶贫车间，可以从事服

装加工，每月收入能有2000元。

但是，对于“五保户”等特殊困

难群体，即便提供上万元的危改补

助，他们也无力建房。武乡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高峰告诉笔

者，县里的考虑是归拢资金建设一

批周转房，进行集中安置。武乡县型

庄村周建唐等8名“五保户”去年就

住进了村里建好的有取暖设备的

“幸福之家”小院。他们说：“在这里

住得安心，也很温暖。”

农村危房改造让农民实实在在

感受到住房安全和居住条件的改

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

说，通过创新推广政府引导、群众主

导、专业机构参与的工作机制，提升

了老百姓在农房改造中的主人翁意

识，幸福感和获得感倍增，农房改造

的多方参与模式成为基层共建共治

共享的“生动实践”。

可就业、可发展
让贫困人口住得放心

安居乐业不分家，住上好房子，

挣到“红票子”，才算好日子。笔者采

访发现，一些地方，危房改造已成为

贫困人口的增收“助推器”。

贵州盘州市保基苗族彝族乡陆

家寨村，一个曾有上百户危房的布

依族村落，经过危房改造后，以万亩

水田、纺织、靛染、刺绣、小桥流水、

榕树人家等为特色，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引来八方游客。“村子越来越

漂亮，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回来发展，

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老百姓的生活

肯定会越来越好。”村民张汉丹对未

来充满信心。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火普村调研时指出，易地扶贫搬迁

是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一定

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做实。搬迁安置

要同发展产业、安排就业紧密结

合，让搬迁群众能住下、可就业、

可发展。

火普村党支部书记吉色次哈告

诉笔者，火普村地势高，平均海拔达

2700 米，适合种植并产生经济效益

的作物很少，以往主要靠种土豆为

生，没什么出路。在四川省农科院支

持下，村里从 2018 年开始引进西门

塔尔牛、高山草莓、大棚蔬菜等特色

种植、养殖项目，现在已经初步见到

效益，村里也开始有了集体收入。

通过与四川省农科院进行党支

部联建，火普村今年开始又引导村

民种植蓝莓，初步规划 30 亩，如果

明年七八月能种出效果，规模还将

扩大，成为未来火普村村民增收的

重要来源。

指着山下的一片片白色塑料大

棚，火普村村民吉勒次子说，他家和

其他三户村民承包了村里专业合作

社的 15亩大棚种植羊肚菌，今年收

入了 12 万元，与合作社五五分成

后，每家净挣了1万多元。

在火普村当了大半辈子赤脚医

生的安子拉曲也住进了新房。去年9

月，安子拉曲家从养殖合作社认养

的母牛产下了一头小牛犊，再过 3

个月小牛就能卖了，“估计能卖到

8000 元呢！”他开心地笑着说。（新
华社 惠小勇 叶含勇 王优玲 吴光于
魏飚 李惊亚 王君璐 萧永航）

安居之下，好日子如歌
——脱贫攻坚让农村贫困人口住进安全温暖的新家

新华社北京10月29
日电（记者 于文静）为了

有效遏制农村陈规陋习，

树文明新风，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等 11

个部门，近期共同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

俗 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

意见》，对文明乡风建设

作出全面部署。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

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 29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的发布会上表示，近年

来，各地在革除农村陋

习、树文明新风方面的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是天价彩礼“娶不起”、豪

华丧葬“死不起”、名目繁

多的人情礼金“还不起”

以及孝道式微、农村老人

“老无所养”等问题还大

量存在，广大干部和群众

热切盼望出台相关措施

抵制歪风、弘扬正气。

乡村是否振兴，要看

乡风好不好。指导意见提

出，争取通过 3 到 5 年的

努力，文明乡风管理机制

和工作制度基本健全，农

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得

到有效遏制，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孝亲敬老等社

会风尚更加浓厚，农民人

情支出负担明显减轻，乡

村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

提高，农民群众有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

韩俊介绍说，指导意

见明确了总体要求和重

点工作举措。主要内容

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依靠群众，

要依法依规，加强教育引导，坚持因

地制宜。要以党风政风引领农村新

风，落实农村基层党组织责任，充分

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

用。在相关法律法规修订中要增加

文明乡风建设相关内容。对不赡养、

虐待父母等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

建立正面激励机制，发挥典型的示

范引领作用。

他表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推进文明乡风建设，要与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相适应，

充分尊重当地习俗，充分考虑群众习

惯和接受程度，不搞强迫命令，不搞

“一刀切”。

感恩之心，至善至美。10 月 28

日下午，湖北省竹山县宝丰镇施洋

小学举行了大型感恩励志教育报

告会——《让爱你的人为你自豪》。

报告会邀请善朝教育讲师团李叶

杉老师作专题演讲，全校 2537 名学

生及家长共 5000 余人聆听演讲，活

动现场高潮迭起，场面感人。图为

学生和家长深情拥抱。

朱本双 陈小平 摄

让爱你的人为你自豪让爱你的人为你自豪

深入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新华社评论员

10 月 27 日 至 29 日 ，第 六 届

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暨第

三届全国残疾人展能节在浙江

嘉兴举行，来自全国的 892 名残

疾人选手，在信息通信、工艺美

术、手工制作等五大类 26 个竞赛

项目上展开激烈角逐。（A2版）

磨炼技能展风采
生活就业更美好

在 开 展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和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中 ，城 厢 镇

突 出 村 规 民 约 涵 养 淳 朴 民 风 、

乡 贤 能 人 引 领 良 好 家 风 、文 化

业 态 培 育 文 明 乡 风 的 作 用 ，移

旧风、易陋俗，淳乡风、聚民心，

形 成 了 村 村 有 亮 点 、处 处 讲 文

明的良好局面。 （B2版）

文明风尚满城厢

10 月 30 日 ，2019 年 10 月

“ 四 川 好 人 榜 ”发 布 仪 式 暨 道

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 在 大 英 县 举 行 。李 国 银 、余

灵 、尹 志 平 、张 天 伦 、胡 顺 真 、

“8·20”汶 川 县 抗 洪 救 灾 英 雄

集体等上榜。 （B1版）

礼遇好人成风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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