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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立

龙轴杯
全国文明单位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办

600592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新闻摄影比赛

精神文明网
在2月25日举行的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茅台集团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茅台集团以国有企业的担
当作为，尽心尽力做好帮扶工作，
确保在脱贫攻坚‘期末考试’中交
出一份让人满意的‘茅台答卷’。”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卫
东表示，脱贫攻坚是茅台“输不起
的战役”。

在茅台集团的带动下，包括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习酒
公司、茅台生态农业公司、保健酒
公司等多家公司也积极参与扶贫
工作，开展对口产业帮扶。

自2015年贵州省委、省政府
明确茅台集团对口帮扶遵义市道
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以来，茅台
集团累计支持3.2亿元用于基础
设施补短板、产业发展强动力、民
生保障改环境、党建扶贫炼队伍，
全面助推道真成功“摘帽、出列和
清零”。

与此同时，茅台集团以产业
化思维带动仁怀市、丹寨县的产
业链发展，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探索出了一条产
业扶贫的“茅台战法”。茅台集团
以自身为圆心，在扶贫工作中探
索了“品牌带产业、企业带基地、
合作社带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
以“公司+基地+贫困户”的方法，
把贫困农户纳入茅台的产业链条
中，取得良好效果。

道真县实现产业嬗变

2015年5月13日，道真县成
为茅台集团精准扶贫对象。到
2019年，道真县顺利完成酱香系
列酒用有机高粱1万亩种植计划
和 3000 吨收储计划，使 2610 户
9135人受益，户均增收6780元。
2020年，茅台集团收购酒用有机
高粱6000吨，惠及1万多户3.5万
余人，户均增收6000余元。

同时，茅台集团结合当地特
点，扶持壮大6个村的村级集体
经济，再次出资3000万元为6个
村兴建食用菌帮扶园。6个村的
300个大棚已于2020年9月正式
投产，为道真县“菜县菇乡”产业
打造再添一把旺火。

2019年，茅台集团累计投入
定点帮扶资金5771.26万元，助力
道真县全年脱贫5262人，实现贫
困村和贫困人口全部“清零”并脱
贫摘帽，取得了“行更便捷、富有
来源、学有保障、住有安居、心有
所向”的成效。

丹寨县“小蓝莓大作为”

在丹寨县，蓝莓产业已成为
茅台集团最新的业务布局。小蓝
莓大作为，茅台集团在丹寨县也
写下了一篇产业扶贫的好文章。

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先后投资
3亿多元，建立200多亩的蓝莓加

工产业园，收购蓝莓6000吨。以
产业助扶贫，向当地农民传授蓝
莓种植技术，完善丹寨当地的相
关产业链，充分发挥产业在扶贫
事业中的引领作用，扩大就业岗
位，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向好。截至
2018 年 底 ，在 丹 寨 发 展 蓝 莓
12000余亩，超过5600户贫困户
通过种植蓝莓实现脱贫致富。

经过五年的发展，茅台集团
探索出了一条“龙头企业带产业、
基地带合作社、合作社带贫困户”
的“三带模式”。

“以更大的国有企业担当，助
力地方脱贫攻坚，是茅台集团义
不容辞的责任。”茅台集团总经理
李静仁提到，生态农业公司成立
之初，就定位为产业扶贫，是茅台
集团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项目。

仁怀等地高粱飘香

公开信息显示，茅台集团将

仁怀市、遵义市播州区、汇川区、
习水县、毕节市金沙县划定为茅
台酒有机高粱种植基地，实施工
业反哺农业，大幅提高原料收购
价格，使种植面积达约100万亩，
带动近 10 万农户增收 3.5 亿元
以上。

自2012年以来，茅台集团通
过强化对有机高粱、有机小麦的
采购，以及临时性雇佣等方式，让
贵州、四川、河南等省累计近300
万人获益。

应该说，茅台的产业扶贫之
路，是在充分了解扶贫对象的基
础上，利用自身大企业优势，做
到了扎得深、打得准、做得牢、行
得通。

作为国内白酒行业的龙头企
业，茅台不仅懂农业、知农民，更
利用大企业的资源优势，将先进
的产业发展理念通过扶贫向外传
导，更好、更快地助力贫困地区脱
贫致富。

这场大考中，茅台集团的答卷为何如此优秀？
杨 初

本报讯（何可 蒋士
勋）3月2日，河南荥阳首
届“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
周”活动集中启动仪式在
荥阳植物园好人广场拉
开帷幕。来自省、市文明
单位代表、文明志愿者齐
聚荥阳，共同推动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再上新
台阶。

活动现场，狮舞表
演、老年模特队表演吸引
许多群众驻足。文明志愿
者将《河南省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郑州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发放到群众
手中，同时开展文明旅
游、文明交通、文明餐桌
宣传。

近年来，作为全国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县（市、区），荥阳按
照“十有”标准建成建筑
面积2600平方米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在 15
个乡镇、街道建立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在301个
行政村、社区建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在46个市
直单位建成文明实践分中心。将村
（社区）文化广场、长廊、游园等室
外场所改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广
场”“聊天说事文明实践长廊”“文
明实践大舞台”等百姓身边的文明
实践阵地53个。培育了“修身行善
明礼守法”全民志愿服务、“四季
风”文化惠民工程等192个志愿服
务项目，开展各类宣传宣讲9000
多场次，受教育群众达50万人次。

据悉，本次“新时代文明实践
推动周”自3月2日开始，持续至3
月 7日结束，在全市开展“讲文明
礼仪”“学党史国史”“送文艺节目”

“献暖暖爱心”“送健康科普”等五
大主题日文明实践活动。

公园是城市里人与自然连接
的重要纽带。近年来，安徽铜陵以

“绿”为底建设不同类型的城市公
园，为市民提供优质的“生态产
品”，打造城市绿色风景线。

“口袋公园” 扮靓街角

近日，带上玩具桶和塑料铲，
铜陵市民阮先生和两个孩子从居
住的天香牡丹园小区出发，步行
三分钟来到了杨村游园。傍晚时
分，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休
闲锻炼和遛娃的市民。“有花有
草，有沙池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
供成人锻炼的步道和体育设施，
这里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
阮先生说，闹市之中能有一个休
闲和亲近自然的地方很难得。

阮先生所居住的小区，周边
是住宅区域和商圈，人口密集、人
气较高，生活虽然便利但在杨村
游园建成前缺少“自然气息”。铜
陵市有关部门精心设计，科学利
用该区域高低起伏的地形变化，
于50余亩的有限空间内打造了
功能齐全的城市“口袋公园”。如
今，杨村游园成了周边市民休闲

好去处，成为闹市中一道亮丽
风景。

近年来，铜陵市按照“300米
见绿、500米见园”的思路，结合
环境整治、水系治理、各类主题教
育等，大力推动城市“口袋公园”
建设。在布局选址时，充分利用水
系沿线、“脏乱差”整治区域、边角
闲置地块等，因地制宜拆违建绿、
整治增绿、见缝插绿，并做好乔、
灌、花、草的搭配种植，营造绿化
优美、景观丰富的城市绿色游憩
空间。

“推窗有绿、出门见园，我们
已经高标准建成了杨村游园、汇
景公园、廉政公园等一批具有生
态、游憩、教育功能的城市‘口袋
公园’，目前共计28个。”铜陵市
住建局调研员朱安平介绍，“口袋
公园”满足了市民日常休闲、健
身、学习的需求，扮靓了街角也点
亮百姓生活。

湿地公园 涵养“绿肺”

“以前这边是没人来的‘龙须
沟’，如今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变
化真大。”家住铜陵西湖湿地公园

旁的市民刘芳感叹。
铜陵西湖湿地公园里，湖水

潋滟，四季有不同的花海，小岛上
不时有栖息的野生动物“露脸”。
刘芳已经将逛湿地公园融入了自
己的生活。

湿地是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
独特生态系统，具有季节或常年
积水、生长或栖息喜湿动植物等
基本特征。铜陵西湖湿地公园最
早是一片水域，其后伴随围湖造
田步伐逐渐变成了零星水泽，在
城市建设中又一度变成农田、鱼
塘、藕田、自然滩涂，其中西湖大
沟作为铜陵城市污水主要排放通
道之一，环境较差。

让湿地美起来，扮靓城市家
园。铜陵市十年前即开始编制西
湖湿地公园建设详规，其后从退
田还湖到湿地建设，建设方案几
易其稿，但始终坚持最大程度保
护湿地原有生态环境，在改善西
湖水质、留存自然湿地生物链的
基础上为市民提供原生态特色的
户外休闲场所。

经过多年努力，西湖湿地终
于从图纸变成了实景：健康半岛
区、湿地体验区、生态恢复区、湖

光春色区，组成一幅巨大的生态
画卷，重现古时“平湖一望漾晴
空、绕岸荷香送远风”的唯美
画面。

如今，水域面积1.61平方公
里、湿地景区面积1.81平方公里
的铜陵西湖湿地公园，拥有铜陵
市城区最完整的涉禽鸟类生态系
统和200余种野生动物，获评国
家级城市湿地公园、4A级旅游景
区，成为人与自然交融的场所、市
民品质生活的“窗口”。铜陵西湖
湿地公园开园以来，每年游客接
待量超过50万人次。

滨江公园 打造绿廊

“摆好姿势，看向我，笑一
笑。”近日，暖阳下，铜陵市滨江
生态公园，游客王道俊用手机给
妻儿拍照。沿着公园内的滨江绿
道行走，望着微波粼粼的江水、
清新整洁的江岸和美若画屏的
景致，王道俊感叹“要留影的点
太多了”。

万里长江从铜陵穿境而过。
然而作为滨江城市，曾经的铜陵
却有着“临江不见江”的尴尬——

长江岸边小码头林立，晴天泥沙
满地、灰头土脸，雨天泥水横流、
没地方下脚。

铜陵市 2012 年起启动实施
滨江生态岸线整治，打造滨江生
态公园，历经第一期滨江生态岸
线整治工程、第二期滨江生态岸
线北延伸工程、滨江生态岸线南
延工程建设。生态护坡、园林绿
化、临江步道、绿道等构成了全新
岸线景观。

北伸南延，延长的是魅力岸
线，拓展的是内涵功能。在铜陵
滨江生态公园内，有由废弃码头
改造成的全民阅读点铜陵滨江
码头书屋，在此可享江上看书的
别样韵味；有水天绿洲、古渡春
秋等特色景致，可知城市人文历
史；有一岸之隔、同获“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的黑砂河下游生态
岸线整治工程；有利用原有的码
头、堆场和船厂改造而成的滨江
生态体育公园。

“滨江生态公园建成后被很
多铜陵市民誉为‘铜陵外滩’，与
其说是类比，倒不如说是贴合了
铜陵人民‘拥江更亲江’的情怀。”
朱安平说。

本报讯（记者 赵青）3月3日，
记者从福建省龙岩市文明办获悉，
龙岩市委编委会日前研究同意成
立龙岩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
也是福建省首个设区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

龙岩市一直高度重视全国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
市委书记李建成多次作出批示，强
调要整体谋划一体推进。

在上杭县、武平县、新罗区列
入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的基础上，该市同步推进永
定区、长汀县、连城县、漳平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目
前，7个县（市、区）实现县级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全覆盖，75个乡
镇街道设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923 个村设立了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

龙岩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继
2018年 11月龙岩市成立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指导组，组

建政策宣讲、科技下乡、医疗卫生、
文体活动、暖心帮扶等5支志愿服
务队伍后，全面推进全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的又一举措。下一步，
全市将按照“抓龙头、强支撑、促提
升”的工作思路推进县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乡
级所，做活做特村级站，力争在今
年6月前实现乡级所和村级站全
覆盖，并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龙岩模式”，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贡献“龙岩经验”。

荥
阳
首
届
﹃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推
动
周
﹄
启
动小游园大公园 一步一景

铜陵打造城市绿色风景线
刘洋

3

月1

日
，山
西
省
河
津
市
辖
区
中
小
学
迎
来
开
学
日
。河
津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大
队
组

织
民
警
、义
务
宣
传
劝
导
员
、交
通
文
明
志
愿
者
走
进
辖
区
中
小
学
开
展
了
﹃
知
危
险
·
会
避

险
﹄
开
学
第
一
课
交
通
安
全
主
题
班
会
。图
为
主
题
班
会
中
，民
警
向
孩
子
们
传
授
安
全
步

行
、交
通
避
险
和
道
路
交
通
应
急
处
置
等
方
面
的
知
识
。

思
瑜

李
泓
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