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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灯路口，志愿者提醒市民

安全通行，呼吁车辆礼让行人；和

乐园小区里，总能看到一位阿姨

守候在分类垃圾桶旁，提醒居民

分类投递；农贸市场里，商家将摊

位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疫情

期间，党员干部带头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即将迎来四川省级文

明城市创建大考的大邑县，从细节

出发，着力涵养城市精神。

新思想“润物细无声”

上微党校、听道德讲堂、学政策

技能，成了近段时间大邑县安仁镇

环卫公司负责人、四川好人周俊清

的必修课。

大邑县注重群众思想道德教

育，在全县搭建思想道德教育阵

地，实现道德讲堂城乡全覆盖，助

力提高市民文化素质，进一步擦亮

城市文明底色。打造县级道德讲

堂，由市级以上文明单位定期开展

“四川好人”“成都榜样”学习、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教育等主题宣传

活动；在“三美”示范村持续推进乡

风文明、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宣

传教育活动；在各中小学的校园道

德讲堂上，学生们通过观看文艺汇

演、道德模范事迹视频短片等，感

悟正能量。

不仅如此，大邑县还在党员的

思想建设上下功夫。组建微党校、

党建大课堂，依据工作实际和党员

个性化需求，在党建大课堂推行

“12+N”课程培训模式。在微党校，

以各乡镇地域特色为主，开发涵盖

精准扶贫、创新创业、法治教育等

方面的精品课程。“我们的初衷就

是让理论宣讲走进全县每一名党员

的身边，让党员在听党课、学政策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党性修

养，提高自身道德文明素养。”大邑

县文明办工作人员说。

小细节里的“大文明”

“健康用餐，不是小事情。用公筷，

用公勺，对你好，对我们大家好……我

们都来做餐桌上的文明人。”行走

在大邑街巷，户外宣传屏播放的公

勺公筷微电影《老板，再拿双筷

子！》声声入耳、生动形象。

在文明创建中，大邑县将提高百

姓幸福指数作为创建文明城市的内

生动力。为了让居民在寓教于乐的

活动中学习技能，大邑县在乡镇、社

区活动中心开设贴近居民生活的瑜

伽、亲子阅读等课程。尤其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大邑县更加注重规

范社交文明行为，整治环境卫生，举

办特色活动，培育文明新风尚。一方

面，大邑县用多种方式宣传文明用

餐理念，让使用公勺公筷成为人们

的自觉行为；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微

信等新媒体平台推广防疫健康知

识、文明旅游、文明用餐等，特别推

出文明科普小讲堂、志愿者网络微

舞台、网络直播助农等特色品牌栏

目，用文明的力量惠民。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大邑

县青霞镇小学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

祝活动。当天，孩子们表演了舞蹈、

诗朗诵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展现了

新时代少年的良好精神风貌。青霞

镇“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只

是大邑县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守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缩影。为

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未成

年人内心深处，引导未成年人“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邑县深耕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领域。

大邑县将德育作为“铸魂”工

程，通过将德育内容融入教育教学

全过程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增强道

德修养、感悟红色文化、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同时，全县多个乡镇学

校成立梦想中心，举办梦想沙龙活

动，开发与校本课程相融合的梦想

课程；银都小学、南街小学成立乡

村学校少年宫，开设绘画班、舞蹈

班、网球班、书法班等课程，不断引

导未成年人知传统、弘文化；沙渠

镇学校组织全校师生观看美育云端

课堂之音乐会展播，让师生感受音

乐盛宴；北街小学通过合唱表演为

祖国献上祝福，学生们还化身为

“文明小使者”，用画笔创作以文明

礼仪、文明用餐等为主题的书画作

品，宣传文明、传播文明；各学校还

开展“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我为祖国

点赞”演讲比赛，让学生在演讲中

抒发对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信心以

及对祖国的热爱……一系列举措，

成了大邑县校园里一道道亮丽的人

文风景，培养了学生的道德素养，

塑造了学生的精神品质，提高了校

园的文明程度，为城市文明添彩。

“当年，人民子弟兵

救了我们。如今，该轮到

我们站出来守护家园

了。”近日，22年前洪灾

中获救的男孩成为抗洪

战士的故事引发公众热

议。在一支支抗洪大军

里，这群年轻的“后浪”

们逆流而上，奔赴抗洪

抢险一线，不仅让人感

动于抗洪精神的代代相

传，更让人欣慰于新时

代的青春担当。

在物资充裕的和

平 时 期 出 生 成 长 ，90

后、00 后一度是“关注

自我、特立独行”的代

名词。然而，在抗洪抢

险的紧要关头，他们当

中的不少人义无反顾、

勇敢前行。在岳阳市云溪区陆城镇，

22岁的镇干部郑志伟，在长江大堤上

实现了预备党员转正；1998 年曾经在

洪水中抱树9小时，被“戴红五星的叔

叔”救起的小女孩江姗，如今奋斗在

安徽抗洪前线；武汉市洪山区高三考

生周亮宇刚下高考考场，便踏上防汛

“战场”，义务加入巡堤守堤队伍。危

急时刻，这些青春的“逆行者”们，主

动投身抗洪抢险前线，为抢险救援贡

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从抗疫“战场”到抗洪一线，危难

关头，这些年轻面孔们主动请缨、积

极应战，更是当仁不让的中流砥柱。

湖南南县的防汛大堤上，十多名应征

青年组成“人链”，接力运送沙袋封堵

管涌；在江西铅山县，7名青年小伙组

成突击队，紧急救出被困群众 12 人，

疏散 30 人；在浙江杭州富阳区，各乡

镇街道团委组建24支青年突击队，将

江边居民连夜撤离到安全地带……

在各地防汛抗洪一线，哪里有险情，

哪里就能看见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

孔。他们的肩膀虽仍显稚嫩，但用坚

定的行动传递出战胜洪灾的信念与

信心，展现着青年一代的责任担当。

“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面对滔滔洪水，新时代的青年

与时代同频共振，交出了高分答卷。

我们坚信，有这些青年们的奉献和

热血，定能汇聚起强大合力，打赢抗

洪救灾这场硬仗。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直是习

近平总书记重视和关心的事。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也特

别指出，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导向，持续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

笔者近期采访发现，尽管面临

疫情防控、洪涝灾害等重重挑战，各

地仍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一手抓污染防治力度不减，一手抓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努力以绿水青

山铸就小康社会底色。

防疫不松环保底线

站在浙江常山县辉埠镇后社片

区的观景平台上远眺，山脚下，原先

粉尘飞扬的企业生产区，已经变成

一片稻田，绿油油的水稻向人们展

示即将丰收的喜悦。

常山县辉埠镇作为石灰石主产

区，长期无序开采，粗放生产，给生

态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常山县政府

痛下决心彻底治理。

“县里定下来 3 月 10 日整治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没想到今年碰

到疫情，给工作带来不小困难。”辉

埠镇经济发展办副主任朱奕楠说，

他们多方寻找符合资质的施工队，

从杭州调来长臂挖掘机，赶在 2 月

底拆除了镇里最后一孔石灰立窑。

东鲁村党支部书记魏土良，2月

拆除了自家价值近 300 万元的 2 孔

石灰窑。党员干部带头，各方形成合

力，常山县目前已关停拆除 165 孔

石灰立窑和 201 条石灰钙生产线，

基本完成土地复垦复绿 1080亩，辉

埠镇灰尘漫天的环境成为历史。

疫情防控压力再大，环保要求

也不打折扣。

入夏以来，盛满雪山融水的拉萨

河淙淙流淌，三三两两的市民在沿河

景观带散步、健身，呼吸新鲜空气。而

在十几公里外的拉萨市生态环境局，

工作人员面对一块大屏幕，正紧盯全

市重点排污单位的监控数据。

去年9月，拉萨市重点污染源在

线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当地 61家重

点污染源单位，绝大多数纳入了在

线监测。各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量、氨

氮含量等多项指标一目了然，偷排

和超标无处藏身。两个月前，拉萨市

一家焚烧发电厂的排放数据异常，

工作人员立即上门检查，发现问题

后当场处罚，并限期完成了整改。

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格桑巴

珠说，2020 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决胜之年，谁也不能拖后腿。

京津冀三地出台地方性法规，

下决心治理车辆超标排放；河北唐

山对全市多个工业行业实施限产计

划，改善空气质量……疫情期间，各

地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

严守环保底线。

守生态就是谋未来

笔者在查干湖畔见到李千时，

正值春夏之交。身穿防水服和雨靴，

弯腰站在湿地中，李千和工人们将

莲藕头一颗颗插进泥里。

李千来自盛产荷花的白洋淀。

2019 年他通过网上招标的形式，参

与查干湖玉龙湿地荷花种植项目。

查干湖渔场场长闫来锁介绍，荷

花能净化水质，形成规模后，不仅可作

为观赏性花卉，还能加工形成食品、饮

料等产业。“查干湖以冬捕出名，但不

能竭泽而渔，也要注意休养生息。”

近年来，松原市对查干湖及周边

进行系统生态治理，整治面源污染，

在周边实施种植结构调整，在 4866

公顷土地上逐步开始退耕还湿。如今

在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生

态和经济发展正在相得益彰。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这已是许多地方特别是生态脆

弱区干部群众的共识。

河西走廊，祁连山脚下，甘肃省武

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三代人接续治

沙近40年的故事，至今仍在延续。

今年，八步沙林场的各类治沙

和封沙育林面积将新增4.6万亩。林

场场长郭万刚说，正是依托不断恢

复的沙漠植被，林场规划的沙漠绿

洲八步沙主题景区也在打造之中。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靠好生态

赚钱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新环保理念指引下，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画卷徐徐打开。

7月的羌塘大草原，大地覆盖了

一层绿装。成群结队的藏野驴、藏羚

羊、野牦牛悠闲地觅食、嬉闹，丝毫

不受人类的惊扰。

26 岁的扎西索朗，已经在位于

西藏那曲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守护藏羚羊4年了。“我从小生长在

这儿，对野生动物有深厚感情，做动

物管护员让我感到十分幸福。”他说。

2000年 4月设立的羌塘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是高原荒漠生态系统

的代表地区，这里不仅有星罗棋布

的湖泊，空旷无边的草场以及皑皑

的雪山和冰川，而且有众多的濒危

野生动植物。

“这几年保护区有了设备齐全的

管护站，下一步将加大保护执法力

度，强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

控。”扎西索朗说，为了这个雪域野生

动物的“乐园”，他愿意坚守下去。

“绿色存量”正释放经济增量

仲夏时节的辽宁凤城大梨树

村，民居错落有致，村庄山环水绕，

仿佛置身江南水乡。谁能想到，这里

曾是被周围百姓称为“有树不成林、

有水存不住”的穷山村？

1989年，时任大梨树村村委会主

任的毛丰美带领村民开荒植绿，经过

一代代人的努力，全村踏平山头20多

座，修整梯田10600亩，栽种梨、桃、

杏、苹果、板栗等果树100多万株，开

辟山间作业道路87公里……硬是把

荒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毛丰美去世后，他辞去公职的

儿子毛正新接过接力棒，扎根大梨

树村开始了“二次创业”。

地表水各项指标年均值均达到

Ⅲ类水质标准、年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为93.7%、宜林荒山绿化

率达到 90%……大梨树村引来游客

络绎不绝。过去一年，这个辽东山村

实现社会总产值 16亿元，村集体可

支配财力2500万元，人均年收入2.2

万元。毛正新说，好环境成了大梨树

村的核心竞争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

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一系

列科学论断，不断在基层得到鲜活

实践印证。

在西藏扎囊县阿扎乡，近万亩

的植物种苗繁育基地落地于此。这

个由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与西

藏藏草公司共同投资建成的科技项

目，将为雪域高原的防沙治沙、植树

绿化、生态修复提供种质资源和苗

木供应。

“过去是人拼命和大自然抢饭

吃，没想到现在保护大自然反而吃得

更饱、更好。”阿扎乡村民卓玛曲吉在

种苗繁育基地上班，每月收入 2000

多元，对生活的变化欣喜不已。据了

解，这个生态扶贫项目现在已带动

2036人脱贫，累计增收1500万元。

江苏扬州，坐落于扬州化工园

区的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装置区

内，机器设备正开足马力生产。2018

年 7月，公司自主开发的2万吨新能

源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试生产以

来，在为公司开创新的产业链中找

到了经济增长点。

“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减少

排放，变废为宝。”奥克集团董事局主

席朱建民说，“待项目试运行成熟之

后，我们计划将产能放大10倍，其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十分可观。”

朱建民说，疫情让不少行业面

临困难，而“绿色经济”却展示出强

劲潜力，有望让更多企业搭上高质

量发展的快车。

（新华社 沈虹冰 罗博 王炳坤
唐弢 田金文 孟含琪 孙仁斌 张玉洁
范培珅）

绿色映底蕴，山水见初心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造福群众美好生活

新华社北京 8月 2
日电（记者 侯雪静）记
者2日从服务我国832

个贫困县的网络销售

平台——“扶贫 832 平

台”了解到，该平台自

今年 1 月上线以来累

计销售贫困地区农副

产 品 总 额 突 破 12 亿

元，入驻注册在贫困县

的 供 应 商 超 过 5000

家，上线相关农副产品

5万多个品种。

据了解，今年以来

“扶贫 832 平台”努力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先后奔赴 80 多个

贫困县，组织线上线下

培训100多场，并在平

台上线“保供给、防滞

销”“52决战收官”“帮

扶湖北”等系列活动，

累计帮扶贫困户 80余

万户。

“扶贫 832 平台”

是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按照财

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的要求，依托“供

销 e家”建设的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

络销售平台，于 2020 年 1 月正式上

线，是集“交易、服务、监管”于一体的

电子化交易平台。

“扶贫 832 平台”有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扶贫 832 平台”将在财

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和供销总社三部

门的支持下，积极探索建立解决相对

贫困的长效机制。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文明城市创建进行时

“战疫——四川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专题展”落幕

线上线下30万人次观展
8 月 2日下午，“战疫——四川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在四川博物

院落下帷幕。自6月17日专题展开展

以来，线下线上展厅共吸引 30 万人

次观展。

专题展是在四川省委宣传部、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指导下，在合

作伙伴大力支持下，由四川日报报业

集团、四川博物院共同策划推出，旨在

铭记巴蜀儿女奋起抗疫的艰辛历程，

弘扬齐心协力的战疫精神。专题展的

一大特点是实物展品多。主办方通过

广泛征集和众筹，汇聚了1800余件抗

疫实物、180 余幅图片，以及大量文

献、文艺作品和专题视频，全景式、立

体式生动展示战疫中的四川力量。

观展人员中，既有亲历湖北的战

疫英雄，也有参与一线防控的基层干

部；既有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也有

来自各大院校的老师和学生等。由于

观展人数多，主办方把原定 7月中旬

结束的展览延期至8月2日。

值得一提的是，为方便各地群众

观展，主办方搭建了线上云展厅，将

线下场景在线上 360度全景还原，公

众足不出户也能观看展览。展览期

间，不少观展群众写下“致敬英雄，战

疫必胜！”“终将晴朗，万里无云”等祝

福，表达夺取“双胜利”的坚定信心。

闭展后，公众仍可通过四川博物

院微信公众号线上观展。此外，主办

方还计划把“战疫展”搬进“流动博物

馆”，到市州巡展。

（《四川日报》邓翔沣 钟振宇）

文明让城市更美丽
——成都市大邑县从细节发力涵养城市精神

本报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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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钉子、胶水，一榫一卯做

出鲁班凳、鲁班锁、世博会中国馆

模型等木器，“阿木爷爷”王德文

的木工视频在海内外圈粉数百

万，收获上亿播放量。（A3版）

老手艺走上新舞台

本期
导读

自 湖 北 宣 恩 县 启 动 新 时 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以来，全

县形成协调联动的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工作体系。 （B3版）

湖北宣恩
“1+8+1”新时代志愿者
引领基层治理提档升级

““文明餐桌推广小哥文明餐桌推广小哥””志愿服务队出征仪式现场志愿服务队出征仪式现场

道德讲堂进景区活动道德讲堂进景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