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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话题仅仅是作品的素
材线索和切入点。一部好的文艺
作品在敏锐捕捉社会关切的同
时，更要依循创作规律，完成主
题表达，以细腻的艺术手法、鲜
活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
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质
感，这才是文艺作品回应社会关
切的应有之义。 （A3版）

数字时代的文化生活
要热度更要美誉度

如果说城市环境是表，那
么市民文明素质则是里。所以，
文明城市创建不仅需要亮丽的
城市外貌，还需要市民拥有健
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城市因人
而立，城市的文明，归根到底是
人的文明。 （B2版）

要创文明城，先育文明人

自今年3月19日蒲公英党
史宣讲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以
来，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不断探
索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新路径，用

“党史学习教育+志愿服务”新
模式打通了党史宣讲“最后一公
里”，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
评和积极参与。 （B3版）

用“小故事”讲清“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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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视力障碍群体不算
少数，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很
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世界
里，有许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不便。
一条被占用的盲道、一处缺少语
音提示的红绿灯路口、一辆没有
语音报站的公交车，都可能成为
一堵无形的墙，拦住他们走出家
门、融入社会。出行难，生活难，是
困扰视障群体的最大问题。

服务现状:资源不足或
被占用

在四川省成都市地铁站内
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场景，一只
穿着印有“导盲犬”字样的红色
背心、套着导盲鞍的拉布拉多犬
灵巧地引导着主人前行。它的主
人是一名失明女孩，名叫袁思
丽。因为有导盲犬的带领，袁思
丽可以独立安全出行。然而，拥
有一只导盲犬并非易事，2015年
向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递
交了申请后，袁思丽等了4年，才
与自己的导盲犬相遇。

“事实上，四川省目前只有3
只导盲犬，全国也只有约200只
导盲犬服役，这对于全国超过
1700万的视障群体来说，无异于
杯水车薪。”成都市盲协副主席
刘京川对记者说。

在成都的另一处角落，51岁
的盲人按摩师罗文华出行则全
凭经验。罗文华因病致盲已有27
年，他熟练地使用盲杖行走在盲
道上，遇到障碍后，先是试探性
地用盲杖轻轻地敲击两下障碍
物，随后又伸出手摸了摸，判断

出是一辆自行车后，罗文华小心
翼翼地绕了过去。对罗文华而
言，日常出行中最难的是过马
路，有些路口的红绿灯没有提示
音，全凭耳朵听辨车辆。在黑暗
里行走，汽车驶过的声音、行人
匆忙的脚步声、人群嘈杂的说话
声不断地涌入罗文华的耳朵，因
此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谨慎，
唯有手中的盲杖和脚下感应到
的盲道能给予他一些安全感。

然而，在我国各个城市，都
存在部分盲道被共享单车、电动
车、汽车等占用的现象，甚至一
些流动摊贩直接占道经营，这些
都给视障群体的日常出行带来
了诸多不便。

群体心声：想出门仍面
临不少困难

“我们盲人并不是不喜欢出
门。”罗文华告诉记者，他其实很
喜欢去热闹的地方，虽然看不
见，但通过听，他能感受到那种
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像罗文
华一样渴望出来走走的视障人
士并不少，但最终没能实现“走
出来”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当前的无障碍环境仍
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
则是大多数视障人士在心理方
面存在障碍，他们担心社会接纳
不了自己。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无障碍
环境建设水平显著提升，但建成
后设施被闲置、占用、损毁的情
况，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设施

不规范、不到位、不系统的问题，
都依然存在。

成都风雨人生助残中心志
愿者汤泽宽从事助盲志愿服务
已有10年，10年的时间里，他真
切地感受到，其实视障群体的需
求往往只是一般人在生活中认
为很简单的小事儿。“比如帮忙
填写一些表格，或是家里的某一
件东西找不到了，又或是在雨天
帮忙去菜市场买菜等……这些
我们看来的‘日常小事儿’，却成
为难倒他们的大问题，这种心理
落差造成了视障群体极为敏感
的性格。再加上社会上一些人缺
少共情能力，并没有给予他们相
应的尊重，导致了一部分盲人朋
友不敢走出家门，甚至排斥与社
会接触。”汤泽宽如是说。

“我知道，目前社会上有部
分人对我们这个群体不够了解，
认为盲人不应该独自出门，否则
就是在给社会制造混乱。”罗文
华叹了口气说，“虽然我失明了，
但是我也想去旅游，也有着自己
的兴趣爱好，我也喜欢交朋友，
也正在努力地生活着。”

各地“加温”：“无障碍”
更好地传递爱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城市文
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也彰显着城
市的温度。为切实解决无障碍环
境建设领域突出问题，补足缺口
短板，完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
无障碍设施的规范化、精细化、
常态化管理水平，全国各地在无
障碍环境建设领域重点发力，逐

步完善相关法规和标准，不断加
大支持力度。北京市印发《北京
市进一步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2019-2021年行动方案》，要求
整改语音播报系统缺失的公交
车；广州市颁布实施《广州市无
障碍环境建设管理规定》，明确
配备手扶电梯或者直升电梯的
公共图书馆、地铁站、人行天桥、
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应当逐步
在电梯处设置语音提示功能，并
鼓励研发、推广无障碍信息交流
的技术、产品、服务。

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不断
提高的同时，社会对视障群体的
无障碍服务也在逐步完善。一方
面，各地开展助盲志愿服务的公
益组织在逐渐增加，志愿服务项
目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我们中
心主要围绕视障群体生活展开
公益活动，比如出行接送，组织
体检、出游等。据我了解，目前成
都其它公益组织有专门进行盲
道测评的、有专注加工无障碍电
影的、有对视障人士进行定向行
走培训的，基本上涵盖了视障群
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汤泽宽说。
另一方面，社区作为城市治理

“最后一公里”，在为视障群体的
无障碍服务中也发挥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在安徽省宣城市宝城
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及时掌握辖
区内视障群体的实时情况并建
档立卡，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志
愿服务。“在我看来，社区就是城
市的神经末梢，当视障人士在生
活中遇到困难时，我们会第一时
间上门提供帮助。”宝城社区党
委书记赵玉莲说。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从上学
就业、交通出行，再到各类公共
服务，为视障群体提供无障碍服
务的“城市文化”正在逐渐形成。
在北京、成都等地，地铁无障碍
接力服务为视障群体出行提供
了有效帮助；上海将无障碍电影
列入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丰富视障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
广东针对视障群体开展诗歌散
文朗诵大赛，为他们提供展现自
我的舞台；全国多地图书馆打造
视障阅览室，让视障读者也能享
受阅读之趣……

同时，智能化技术也为视障
群体更好地融入生活带来了便
利。“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和读屏
软件后，很多事情我能通过手机
来解决，比如打车、买菜。有了智
能手机后，我还通过网络认识了
不少新朋友，扩大了自己的生活
圈。”罗文华笑着说，各群体之间
不断增进了解，社会氛围自然变
得更加和谐。

在刘京川看来，现在无障碍
环境建设得越来越好，但要让视
障群体完全融入社会，依然有很
长的路要走，“但我相信，终有一
天，通过各方努力，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服务会遍及每一个角落，
人们心与心的交流也会变得‘无
障碍’”。

守护视障群体让城市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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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居民群众的“鸡毛蒜
皮”当作“头等大事”；他们，把家
家户户的喜乐悲欢印在脑海留在
心头。他们是城乡社区的“守门
员”，是脱贫致富的“领头雁”，更
是一方百姓的“贴心人”。

近日，中宣部、民政部向全社
会公开发布“最美城乡社区工作
者”先进事迹。这些看似最平凡的
社区工作者，用坚守和奉献书写
不平凡的人生答卷。

当“头雁”
只为家乡更富美

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
曾是一个省级贫困村。2005年，
裴寨村换届选举。已是当地知名
企业家的裴春亮决定回到家乡，
帮乡亲们致富。

捐资3000万元，无偿为全村
村民建造新居；带领党员群众打深

井、建水库、修水渠，让乡亲们吃上
干净水；成立蔬菜花卉种植专业合
作社，发展高效农业……当选裴寨
社区党总支书记、裴寨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的裴春亮，带领村
民将全村人均年收入由2005年的
不足千元提高到现在的近两万元。

“要不是裴书记，我都不知道
还要受几辈子穷。”村民们打心底
感激裴春亮的付出。

“山里的大学生都往外跑，你

却从山外跑回来！”广西融水苗族
自治县安陲乡江门村村委会主任
杨宁至今记得，刚刚选择回乡时
父母和亲友不解和失望的眼神。

从大城市回到小山村，杨宁
不是没有过犹豫。但乡亲们的热
盼和支持让她坚持下来。

家乡竹子资源丰富，但收购
价低。为减少中间环节，她自费到
外地寻找商家，建收购点。当地昼
夜温差大，适合种西瓜，她组织村

里留守妇女成立种养专业合作
社。为了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她
还当起了“微商”。

10年来，杨宁带领江门村94
户 326人成功脱贫，贫困发生率
从20%降到低于0.05%。

要让乡亲们也过上和城里人
一样的好日子！在祖国的大江南
北，许多像裴春亮、杨宁一样的乡
村社区工作者，胸怀赤子之心，不
懈地奋斗着。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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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百家门，办百家事，暖百家心
——走近“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

新华社北京 4 月
19日电（记者 孙少龙）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全党上下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的热潮下，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
史教研部主办的第一届
中共党史高端论坛日前
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
的主题为“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重
要论述”。

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
的副校（院）长李书磊
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
重要论述为全党全国
深入学习党的百年历
史提供了科学的历史
观和方法论，为党校
（行政学院）更好地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党
史教研提供了科学指
引和思想武器。党校
（行政学院）系统要扎
实做好党史教学科研，
增加党史教学的分量，
重视党史资料的搜集
整理，深化党史研究，
推进党史学科建设，为
全党党史学习教育作
出应有贡献。

与会专家学者一
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
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
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提供了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
为我们树立正确党史
观提供了科学指引，极
大地推动了党史研究
走向深入。

来自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
位的 5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
坛。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
精髓要义、比较历史学视野下的大
历史观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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