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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贵州省文明委全体会议召开

全国最美志愿者何素贞：
带领团队把温暖传递到群众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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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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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薛霏）近日，2021
年贵州省文明委全体会议在贵阳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论述和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中央文明委第四次全体会议
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
决策部署，总结2020年工作，交流
经验做法，审议相关事项，研究部
署2021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会议强调，全省精神文明战线

要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要求，深
刻理解新发展阶段特征，切实把
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责任抓
在手里、扛在肩上，切实增强做好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要围绕中心工作，聚焦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为主线，着力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凝心铸魂，注重高质量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注重长效化推
进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拓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注重社
会化推进志愿服务新高地建设，注
重常态化扎实开展文明风尚行动，
促进全省人民群众在理想信念、价
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
起，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高
质量发展、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
彩贵州新未来提供思想保证和强
大精神力量。

3月31日，中央宣传部、中央
文明办在北京召开推进学雷锋志
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上
公布了2020年度学雷锋志愿服
务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
织、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四个100”先进典型
名单，重庆有12家单位及个人入
选，重庆市南岸区最美志愿者何
素贞榜上有名。

何素贞，中共党员，重庆市南
岸区上新街社区志愿服务队的志
愿者。她退休后担任上新街社区一
支部书记，以及七必居片区居民自
治小组组长，热心为居民服务。

坚持服务20年

“我做的都是平凡的事情”

家住上新街社区七必居小区
的何素贞今年67岁，是南岸区建
筑七公司退休工人，曾获“重庆市
最美志愿者”荣誉称号。

退休至今，何素贞一直积极
致力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2019
年12月底，龙门浩街道成立了以
她名字命名的志愿服务团，她成
为服务团团长。素贞志愿服务团
下设5个服务队，分别对应街道

的5个社区，由各社区书记担任
服务队队长，积极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

“我的原则就是老老实实做
人，踏踏实实做事，我们做的事情
也都很普通、很平凡。”何素贞介
绍，素贞志愿服务团一直关心社
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残疾人生
活，为他们提供生活帮助和照料
服务，如买菜、清扫等。自觉维护
社区公共秩序，协助居委会调解
邻里纠纷，协助维护辖区治安和
环境卫生，积极参与“文明劝导”

“全民动手”活动。
在长期的服务工作中，何素

贞始终以帮扶贫困党员群众为
己任，为小区邻里调解纠纷，化
解矛盾。在七必居小区，有一位
卧床不起的独居老人，4个子女
为照顾老人的问题产生家庭矛
盾，争执不下。在何素贞的调解
下，4个子女最终达成共识，每个
子女每月支付老人生活费500元，
由何素贞担保送达。于是，每个月
的固定时间，大家都会把钱统一
送到何素贞这里，再由何素贞为
其监管。

像这样的事情，在何素贞看
来，平凡普通，但却一直坚持。

为防疫一线“减负”

居民有需求尽全力帮助

去年疫情期间，何素贞带着
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们一起加入
防疫抗疫“战斗”，与基层疫情防
控第一线的社区工作人员并肩作
战，用自己的行动为街道、社区工
作人员分忧“减负”。

“尽量不要出门哦，有什么需
求告诉我们，小分队的队员尽最大
努力帮你解决……”这是疫情期间
何素贞和她的队员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也是他们一直践行的原则。

疫情防控一开始，素贞志愿
服务团就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下设的5支小分队每天
通过入户发放宣传资料，深入各
社区、楼栋张贴倡议书、疫情防
控科普知识及排查防控工作通
知等方式，为社区工作人员减轻
工作压力。

后来，考虑到疫情形势严峻，
以及成员们防护条件有限且年龄
偏大，服务团小分队就在各社区
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通过微信
和电话实时传达疫情防控最新讯
息，全力解决居民困难需求。直到

现在，素贞志愿服务团依然有微
信群，且通过微信群及时帮助居
民解决问题。

“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帮助
社区工作人员分担压力，我觉得
是一件荣幸的事。”何素贞说，虽
然现在她和服务团成员可做的事
有限，但只要有居民群众发出需
求，他们将会竭尽全力帮助。

做真诚用心人

协调做好百姓身边事

担任支部书记十几年中，何素
贞为党组织培养输送新鲜血液，发
展年轻党员5名，教育年轻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作用，热心服务群众。

何素贞时刻提醒自己，作为
一名志愿者，要有奉献精神，做好
环境卫生的守护者。她积极响应街
道开展的“六个美丽”建设，带头建
成美丽阳台，同时带动居民群众参
与到“六个美丽”建设中来。

“作为党员，任何事情都要带
头走在前面才行。”何素贞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日常她会组
织上新街社区七必居网格党支部
党员开展理论学习，积极宣讲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每天除了在
“学习强国”上学习积分，还及时了
解时政新闻以及日常讯息。

“活到老，学到老”是何素贞
的口头禅，她在党员大会、党支部
会上发动广大党员共同学习，开
展“书记讲党课”“模范讲事迹”

“群众讲变化”17场次，结合身边
事例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讲通讲懂，真正讲到老百
姓心坎上。

同时，何素贞始终践行“为人
民服务”宗旨，协调做好环境维护、
就业、群众生活服务等百姓身边事。
协助社区组织就业技能培训班64
班次，组织大学生等专场招聘会13
次，3000余名群众受益，帮助2000
余名失业人员走上工作岗位。

素贞志愿服务团成员平均年
龄55岁以上，年龄最大的80岁，
最小的30多岁，但就是这样一群

“姊妹伙”，每周至少三天上街巡
查，劝导市民文明出行、文明用
语、提高文化自觉；为腿脚不便的
老人购买药品，联系小区医生上
门为老人测血压；化解邻里不和
等纠纷矛盾……大家服务群众十
年如一日，坚持传承雷锋精神，把
温暖传递到群众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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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了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
风，就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抓住家风建设，就抓住了文明乡风
的“牛鼻子”。近年来，云南省玉溪
市江川区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农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推进示范点建
设，创建了江城镇张家头、九溪镇
六十亩、前卫镇下高桥、雄关乡白
石岩等一批示范点，通过抓移风易
俗、传家风家训、强基层党建，深化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村容村
貌日新月异，农民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党的基层组织越来越强，探索
出了一条乡风文明建设新途径。

抓移风易俗
乡村生态“新”起来

生育、满月、周岁、乔迁、红白

事……这些事情过去往往讲究摆
宴席、讲排场，一场宴席下来，有的
人家甚至耗尽多年积蓄。为改变乡
村陋习，江川区发出推进移风易
俗、培育文明乡风的实施意见和管
理办法：破旧立新，婚事新办；摒弃
陋习，丧事简办；崇尚节俭，喜事廉
办；修身养德，好事多办……

各示范点持续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张家头村从家庭建
设入手，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并
张榜公示，开展美丽庭院、美丽花
园、美丽墙面“三美”建设，村民腾
出空地栽种花木，形成了一个个
精致的小花园；下高桥村从50元
集体资金起步，撬动项目资金300
余万元，创造了“农民节地上楼”
的新型居住模式；白石岩村建立

“红蓝榜”和“零户桶管”制度，成
立了道德行为评审委员会，有力

促进了乡风文明。

传家风家训
文明乡风“树”起来

家风家训，懿德流芳；成风化
人，浸润心灵。张家头村家家户户
门前都挂着家训牌，有的写着“欲
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
书”，有的写着“不义之财勿取，合
理之事则从”，有的写着“人言夫
妇亲，义合如一身”……家训的内
容各有侧重，涵盖了治家、处世、
耕读、学艺、经商、睦邻等生活的
方方面面。

在张家头村，每户村民可以
选择自己认同的家训牌挂在门
前，以家风带民风、以民风助村
风，引导村民孝老爱亲、勤俭持
家、重义守信、向上向善，赋予了
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张家头

村十分注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成立了生态文明女子劝导志
愿队、党员志愿服务队和文化志
愿服务队，3支队伍在乡村振兴的
征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强农村党建
执政基础“硬”起来

执政基础“硬”起来，离不开
物质支撑：张家头村作为示范点，
着力构建“支部引领、党员带头、
巾帼带动、群众参与”的工作模
式，发动全体村民共建美丽家园。

围绕“党建+”总体思路，创新
网格化机制，实行党员分片包干，
形成“网格党员+妇女+群众”的长
效机制，发挥片区党员示范带动作
用。张家头村划分责任区12个，每
个片区至少到6户，多到19户，实
现全村105户、8条巷道都有党员

妇女带动督促农户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将环境整治、疫情防控、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治安巡防等工作纳
入网格管理，打造了基层党组织统
领村庄治理的“大格局”。

各示范点还成立了乡风文明
领导小组，将人居环境整治写入村
规民约，建立环境卫生“每天10分
钟”工作机制，健全督查和奖惩机
制，每月召开联席会议，评出“提高
户”“示范户”和“整顿户”，在村红黑
榜公示；每季度对“示范户”进行挂
牌表彰、实物奖励。通过典型带动，
激发出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和建
设美丽庭院、美丽村庄的内生动力。

家风带民风、民风助村风，示范
点建设持续发挥辐射带动效应，邻
近村庄纷纷学习先进经验，更多村
庄呈现出环境优美、邻里互助、民风
淳朴、村风文明的良善风气，农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家风家训涵养文明乡风
——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全力打造文明乡风示范点助推乡村振兴

陆合春

本报讯（东文）近
日，山东省青岛市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在胶州拉开序幕，全
市各级各部门将结合
实际，突出特色，组织
动员党员干部踊跃参
与实践活动，切实解
决好基层的困难事、
群众的烦心事。

其中，围绕实践活
动，胶州市创新推出
了“党员干部结新亲”

“我为企业解难题”等
三项主题活动，以实
实在在的行动让群众
感受到党史学习教育
带来的新气象、新变
化、新成效。

据介绍，参加“党
员干部结新亲”的党
员干部每 2个月至少
上门探亲1次，主动协
调解决其生活困难，
解决不了的做好问题
记录，通过“党员干部
结新亲”微信平台及
时上报，由胶州市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予以汇总分
解，并转交相关部门
单位限期办理，结亲
对象也可随时在“结
亲小程序”提报急需
解决的生活难题。

“我为企业解难
题”主题实践活动中，
胶州市发动 790名副
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企业服务
经理人，以“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为原则，定期“一对一”联系服务全
市“四上企业”及部分重点企业。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进，督
导落实好3项主题实践活动，确保
实践活动取得实效，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胶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庄孟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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