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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新闻摄影比赛

本报讯（记 者 袁矛）11 月 30

日，成都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防

汛救灾表彰大会在四川省成都市锦

江大礼堂召开。全体参会人员向在

抗疫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的同

胞默哀。

会上宣读了成都市委、市政府

《关于表彰成都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和市委

《关于表彰成都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

决定》。为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进

一步激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责任

感、使命感、荣誉感，凝聚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成都市委、

市政府决定授予苏月华等 399名同

志“成都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称号，追授龚中华同志“成都市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授

予成都天府新区人民医院党委等

200个集体“成都市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称号，对80名共产党员

和50个基层党组织分别授予了“成

都市优秀共产党员”和“成都市先进

基层党组织”称号。

同时，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成

都市防汛救灾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

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黄友太等

50名共产党员“成都市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授予成都天府新区籍田街

道长征村党总支等 30 个基层党组

织“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成都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汛救灾表彰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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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无论是走进成都市

郫都区战旗村，还是走到先锋村，或

是穿行于安龙村，处处都可以感受

到生气勃勃：文化墙、文化宣传栏、

村史馆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错

落有致的农家小院里笑语连连……

这正是郫都区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郫都区坚持把推进精神

文明建设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内容扎实推进，通过持续深化移

风易俗、聚焦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文

明实践活动等方式蹚出了一条有特

色的乡风文明之路，丰富了农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农民的精神面

貌，提高了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为乡

村振兴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立新规育和谐风气

“远离赌毒和邪教，风清气正人

清爽；尊老爱幼讲孝悌，邻里和睦心

舒畅；爱护环境讲卫生，护水植绿美

家乡……”10月30日上午，郫都区唐

昌镇战旗村党群服务中心内，村民钟

雪梅向记者介绍战旗村的村规民约，

“自从有了村规民约这个硬杠杠，村

子更美了，邻里之间更和谐了。”

今年33岁的钟雪梅是战旗村积

极践行村规民约的优秀代表。多年来，

勤俭节约成为了钟雪梅的生活习惯。

在她的言传身教下，11岁的女儿也养

成了勤俭节约、乐于助人的好习惯。

2009 年，战旗村村委会集思广

益制定了村规民约。2016年，经过反

复探讨交流、修改，战旗村村规民约

从最初的“一大段文字”打磨成了涵

盖诚信友善、爱国守法、尊老爱幼等

内容的《战旗·村规民约十条》。

《战旗·村规民约十条》一出炉，

村委会就将其展示在宣传栏等显著

位置，并通过微信等方式进行宣传，

确保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村规民

约也是村民们过日子的标准。现在

村民素质提升了，各项工作也能顺

利地开展。”提及实施村规民约带来

的变化，战旗村党委书记高德敏很

是欣慰，“我们还依据此修订了红白

事村民公约，列出了操办范围——

宴席的种类、规模、标准，违规的惩

罚措施等，让村民办大事有章程。”

村规民约约岀了一团和气，更

是约出了战旗村文明和谐、积极向

上的浓厚氛围：村庄治理中的一些

疑难杂症迎刃而解；农民夜校里的

人多了起来；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家

家户户门前悬挂家训……

弘文化涵养品性

“大家按照座次表就坐！”“马上

就开始上菜了。”10 月 30 日中午时

分，随着一阵阵吆喝，先锋村“庆重

阳 坝坝宴”热闹开席。108张圆桌旁

座无虚席，村中 60岁以上的老人边

享受美食边聊家常。“饭菜软糯，太

安逸了。”95岁的李大爷颇为满意。

“唐昌布鞋耐磨、环保，穿起来

舒适，并且有很多种类，如松紧鞋、

绣花鞋、绊绊鞋等。”这时，在离先锋

村不远的战旗村乡村十八坊大院唐

昌布鞋工作坊内，唐昌布鞋非遗传

承人赖淑芳一边熟稔地纳着白布鞋

底，一边给游客介绍唐昌布鞋。

举办坝坝宴弘扬传统孝善文化，

打造乡村十八坊展示非遗文化……

在郫都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倡树文

明乡风的各项举措正深入推进，助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同时，先锋村以农耕文化为中

心留住乡愁、凝聚人心、传承文明。

将闲置的川西民居打造成党群服务

中心和农夫记忆博物馆、百草园、三

味书屋、工匠馆、家风堂等农耕文化

基地，开发共享田园等农耕文化体

验活动，打造“让耕读陪伴成长”“九

大碗打平伙”等农耕文化品牌项目，

创新聘请文化村长、文化顾问等挖

掘农耕文化历史。

汇聚乡贤力量也是郫都区正在

推进的一项以优秀传统文化促乡风

文明的工程。通过组建新乡贤人才

库、开展“十百千”新乡贤评选等活

动，全区涌现出了让村民过上好日

子的“明星书记”战旗村党委书记高

德敏、坚守承诺照顾牺牲战友父母

的董贵生、尽己所能将博物馆文化

带进乡村的吴国先等一批成长于乡

村、奉献于乡里的新乡贤。

以文明实践助推乡风文明

“得亏了杨成的技术指导，要不

然我家里的韭菜全被虫子吃了。”

“希望这一批韭菜可以卖个好价

钱。”……走进广福村韭菜（韭黄）种

植基地，成片的韭菜展现在眼前，村

民们一边干着手中的活儿一边讨论

着韭菜的行情。

村民提到的杨成是韭菜（韭黄）

技术帮扶志愿服务队队长。广福村

是郫都区远近闻名的“韭菜（韭黄）

之乡”，种植韭菜（韭黄）是村民的主

要经济来源，但并不是所有村民都

种得好。不少村民因不懂技术连着

几年收成不好，于是广福村组建了

一支流动的韭菜（韭黄）技术帮扶志

愿服务队，对缺种植技术的村民提

供包户指导服务。

除了韭菜（韭黄）技术帮扶志愿

服务队，广福村还有人居环境保护

志愿服务队、治安维护志愿服务

队、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关爱留

守儿童志愿服务队等队伍，温暖着

村民们的心。

2019 年，郫都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成立。随后，郫都区在各街镇

（村）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激发乡村

振兴的内生动力，助推乡风文明。每

到周末，安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微党校、农民夜校里都挤满了学

技术、听党课的村民，13支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身影每

日活跃在村中的各个角落普及垃圾

分类知识、整治人居环境、劝导不文

明行为、传播文明新风。而战旗村打

造了图书室、手工培训室、舞蹈室、

妇女儿童之家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场

所供村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国庆

节、重阳节等节庆日，战旗村文艺志

愿服务队则为村民献上一场场精彩

纷呈的文化视听盛宴……而今，郫

都区各街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遍地开花，也推动着全区精神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广袤原野涌朝气
——成都市郫都区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走笔

本报记者 李林晅

当第一缕曦光穿透祁连山上的

薄云，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迎来了

崭新的一天。环卫工人已经穿梭在

大街小巷中清扫着一夜的灰尘，学

生们背着书包奔赴校园，公交司机

稳稳地将车停靠在站台，等待队伍

有序刷卡上车。一座城，该有怎样的

底色，才能映衬出色彩斑斓的图景，

“醉美肃州”给出了响亮的答案——

文明”。

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创建省级文明区已经演绎为一座城

市的行动，升华成一种参与奉献的

城市精神。一幅经济繁荣、社会进

步、环境优美、人民幸福的文明城市

画卷徐徐铺展开来。

形成崇德向善的社
会风气

衡量一座城市发展水平、文明

程度，不仅要看地标建筑撑起的天

际线，还要看万家忧乐拼成的地平

线。在位于铧尖镇的肃州区首家家

风家训馆里，一段段红色记忆，一个

个家庭故事，用无言的教育，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前来参观

的铧尖镇小沙梁刘玉琴说：“我过来

参观过几次，感触特别深，这次我和

孩子一起过来，让他感受一下优良

家风家训的气氛。”

在省级文明区届满重新创建过

程中，肃州区立足提高城市文明程

度、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着力强化理

想信念教育。坚持贯穿结合融入、落

细落小落实，持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人知人晓”“人信人守”工程，

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

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措施，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坚定

信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在东关苑社区，13 支共 500 余

人的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卫生整

治、矛盾纠纷调解、结对帮扶等志愿

活动。“组建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以

来，很多问题我们都自己解决，不仅

加深了居民间的感情，也提高了社

区自治自理能力。”东关苑社区服务

中心主任刘炳洋说。

志愿服务凝结社会文明成果，

肃州区大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深化“凡人善举——情暖肃州”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推进志愿服务

活动常态化，带动形成崇德向善的

良好社会风气。

最大限度地提高市
民文明素质

初冬时节，走进肃州区社区社

会治理和服务创新实践中心，现代

气息扑面而来。在创建省级文明区

的过程中，肃州区扎实开展系列道

德实践活动，持续推进文明礼仪、文

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文明

劝导、文明上网“六大文明行动”，引

导广大市民争当文明行为的倡导

者、宣传者和践行者，最大限度地提

升广大市民的文明素质。垃圾随手

扔进垃圾桶内、就餐后打包剩余的

饭菜、过马路时自觉等待红绿灯的

指示……文明，已经成为肃州人生

活的一部分。

夏日的绿意被金黄的落叶代替，

但创建“绿色肃州”的步伐从未停止。

肃州区正广泛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

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出行和垃

圾分类等行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推行城市精细化、

网格化管理，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完善公共场所的服务设施，加强社区

绿化、美化、净化建设，着力改善社区

服务条件，完善服务功能。

“全面发动，全民参与，全力创建

肃州区新一轮省级文明区”“文明城

市你我共创，美好生活大家共享”，在

商场街道，在居民楼群，在手机屏幕，

类似的标语随处可见。肃州区充分利

用融媒体中心、微博、微信、APP客户

端等多种宣传载体，使创建省级文明

区的目标任务入眼、入耳、入脑、入

心。同时深入推进“我们的节日”主题

活动，持续开展“道德模范”“飞天骄

子”“肃州好人”“身边好人”“新时代

好少年”等评选表彰活动，广泛学习

宣传先进模范的事迹，积极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

激励肃州人走得更
稳更远

在新一轮省级文明区创建中，

肃州区不断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

系，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

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扎实推进国

民素质教育，营造健康向上的人文

环境；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积

极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

会文化环境；加强环境资源管理，

大力实施“生态立区、生态兴区”战

略，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目前，肃州区先后有3人荣获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5人荣获甘肃省

道德模范，2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7人荣登“甘肃好人榜”，建成全省首

个好人馆“肃州好人馆”……他们用

无私奉献谱写着肃州人民文明向善

之歌。全区创建国家级文明单位 1

个，国家级文明村镇2个，省级文明

单位 13个，省级文明村镇 15个、文

明社区8个、文明校园11个，建成道

德讲堂 180 所，累计开展活动 2000

多场次，受众 100 余万人次……一

个个荣誉是肃州走在创建省级文明

区路上留下的脚印，激励着肃州人

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提升百姓幸福感的“肃州答卷”
——酒泉市肃州区以文明创建助推城市发展

肃文

本报讯（刘稳 顾大
炜）11 月 25 至 27 日，“全

面 奔 小 康 奋 进 新 征 程

——2020 年新时代文明

实践广东‘七个一百’精

品项目下基层活动”走进

湛江市霞山区，把一批精

品项目送给当地群众。

活动以一场广场文艺

集中展演、一场百姓宣

讲、一批惠民志愿服务、

一场“种文化”培训、一次

走访慰问、一批电影下

乡、一次主题教育实践等

多种形式，把高品质惠民

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为基

层送来培育文化、发展文

化的种子和钥匙。本次活

动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

文明办、省文化和旅游

厅、团省委、省文联、广东

广播电视台、湛江市文明

委主办。

11月 27日下午，省文

明办副主任吴祖清一行

来到霞山区洪屋路，看望

慰问“湛江好人”胡建安。

胡建安从事辅警多年，工

作认真负责，为人正直清

廉，在职期间助人无数，

生活拮据且积极乐观。

当天，省立中山图书

馆技术部副主任孙德鹏

向群众分享了省立中山

图书馆电子资源馆外访

问案例，给湛江基层文化

骨干开展“种文化”培训。

随后，来自省、市、区的 4

位百姓宣讲能人轮番上

阵，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

的故事、身边人的故事，

将文明新风带到群众身

边。在霞山步行街街头，

一批“红马甲”们积极开

展应急救援、健康医疗、

法律援助等惠民志愿服务。

活动期间，电影放映队先后到

龙画村、宝满村、北月村为群众免

费放映电影，传播正能量，倡导文

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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