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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衡山“红绿蓝”让城市既秀美又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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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

“田摩托”和他的“爸妈们”
——记“四川好人”田永富

本报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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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林洛 田晓军）9月 9
日，青海省西宁市召开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以
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典范城市
为目标，立足巩固提升、坚持问题
导向、强化督导整改、抓实常态长
效，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各地各部
门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
实的作风、更加精细的工作，持续

巩固提升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
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会议强调，站位要再提高，从
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的高度，
深刻认识巩固提升创建成果是推
进城市文明的重要动力，是提升市
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切实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紧迫感；工作要再聚
焦，紧盯薄弱环节和短板，动态调
整问题清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

责任清单，集中力量攻重点、克难
点；责任要再压实，严格执行“一把
手”负责制，抓指导、抓督查、抓落
实，各级机关和党员干部以身作则
推动各项工作不断深入，街道社区
广泛运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
近需求的宣传方式，引导广大市民
更加主动投身创建实践；成效要再
提升，充分发挥督查检查的作用，
碰硬茬、动真格，确保各项任务落
细落实落到位。

田永富今年 58 岁，在四川省
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长兴街 157
号经营一家维修、销售自行车、摩
托车的铺子，街坊邻居都叫他“田
摩托”。多年来，田永富尽心尽力
赡养照顾六位老人，得到大家的
交口称赞，今年 6 月，被评为 2021
年第二季度“四川好人”。

妻子病逝
他独自照顾孩子和老人

自1981年起，田永富就在拦
江镇摆摊维修自行车、摩托车。
1987年，他和张琼芳结婚。夫妻俩
共同努力，5年后有了一些积蓄。
他们又借了些钱，在镇上买了栋房
子，下面是临街的门面，上面是住
房，眼看着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不料，2000 年，田永富生了
一场大病，四处求医，先后花了5
万多元医药费也查不出病因。祸
不单行，第二年，张琼芳也病了。
2002年5月31日，张琼芳病故。

从此，体弱多病的田永富只
好独自承担起照顾还在上学的儿
女、岳父张达荣和岳母田传素，以
及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而
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饶福珍的重
任。而此时，田永富每月修车所得
不过几百元，加上家里橘园的一
些收入，一年总收入不到1万元。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田永
富回忆说：“那时候，一家人每个
月最多能吃上一次肉。”

但无论多艰难、多忙碌，田永
富从不会忘记孝敬老人。在女儿
田萍萍的记忆中，父亲白天修车，
晚上做家务，“每天忙得像个陀
螺，停不下来”。街坊邻居们也说，
田永富看起来比同龄人老十岁。

“吃穿用度上，爸爸都会优先
考虑几位老人。”田萍萍说。

重组家庭
他又多了三位“父母”

周秀琼，田永富现在的妻子，

两个妹妹远嫁外地。多年前，前夫
去世后，她便一个人照顾着父亲
周兴忠、母亲唐泽玉、前夫的母亲
王素清以及年幼的女儿。周兴忠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唐泽
玉膝关节骨坏死，无法行走，生活
不能自理；王素清患高血压。周秀
琼每天天没亮就要起床，照顾老
人穿衣吃饭，送女儿上学，自己再
去上班。

2004 年，周秀琼和田永富
经人介绍走到一起重组家庭。
由于有着相似的经历，夫妻俩
互相理解，经过商量，决定共同
照顾六位老人。“六位老人都是
我爸妈，一定要照顾好他们。”
田永富说。

刚结婚时，田永富经常和周
秀琼去乡下看望王素清。“老人家
儿子去世了，儿媳又改嫁，一个人
孤苦伶仃地生活，心里一定不好
受。”田永富说。

周秀琼放不下王素清，他也
觉得应该把老人接到一起居住，

也方便照顾。就这样，结婚两年
后，夫妻俩把王素清接回了家。王
素清多病，长期吃药，晚年又患阿
尔茨海默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还常常半夜吵闹。可田永富和周
秀琼像照顾孩子一样耐心地照顾
着老人，毫无怨言。

2020年11月，唐泽玉因膝关
节骨坏死做了截肢手术。住院的
一个多月里，生活起居都是田永
富和周秀琼轮班照顾。每天，唐泽
玉最开心的事便是被夫妻俩推出
病房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妈妈
那时的体重有160多斤，最难的
是把她从床上挪到轮椅上。”周秀
琼说，每次将她抱到轮椅上，两人
总是累得满头大汗。

竭尽所能
让老人们健康快乐

“有这么好的孩子，我们真的
很幸福。”老人们常常会向旁人夸
赞田永富夫妇把他们照顾得无微

不至。
张达荣今年75岁，除了有高

血压，身体还算硬朗。他和妻子田
传素住在镇上，每天早上都要回
村里的老屋饲喂鸡鸭。邻居总能
看到，田永富接送老人的身影。张
达荣说，“这么多年，我这个女婿
一直像亲儿子一样！”

父亲的言行也影响教育着女
儿。田萍萍说：“我结婚的那天，父
亲就叮嘱我，一定要孝顺老人。”
田萍萍说，她一直记得父亲的话，
婚后和公婆生活在一起，家庭一
直很和睦。

2016 年，饶福珍去世；2018
年，王素清去世。

虽然又忙又累，但田永富夫
妻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靠着勤
奋努力把生活经营好、把亲人照
顾好，让老人们过得健康快乐，
他们俩觉得心里很踏实。最近，
他们有了小小心愿：“在老人们
还走得动时，带他们坐一次飞
机，出省旅行。”

衡岳巍巍，钟灵毓秀。今年以
来，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秉承“为
群众办实事”的工作原则，全力推
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从环
境卫生、公共秩序、氛围营造、设
施完善、志愿服务等方面齐发力，
让这座历史古城不仅具备外在的
秀美，更兼具内在的文明气息。

“志愿红”传递城市温度

红色，彰显一座城市的温度。
在衡山，有一群这样的人，他

们身着统一的红色制服，通过文
明劝导、拾捡垃圾等方式，在麇城
传递文明城市的温度。

衡山县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伊始，就致力于打造“衡阳群众”志
愿品牌，倡导民众积极参与志愿队
伍，定期定点组织开展相关志愿服
务活动。如每周五，在县城主干道

及社区，来自不同单位、部门的志
愿者们会走上街头，对市民进行文
明通行的宣传劝导，或是在社区内
开展巡查、劝导、清理等工作。

“我现在准备陪我奶奶去打疫
苗，志愿者他们工作很辛苦，非常
感谢他们能够来宣传，让我奶奶能
够改变这个想法。”市民陈先生说。
在湖南省拉响抗疫警报的关键时
期，全县千余名志愿者积极响应，
在县城各社区开展为期一周的疫
情防控“敲门行动”。志愿者们深入
各家各户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情况普查，并为市民普及疫苗接种
和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

截至目前，衡山县青年志愿者
协会有志愿者1800余人，注册志
愿者586人；今年以来，共参与青
年志愿活动4000余人次，累计志
愿服务时长超17000小时。广大群
众自发参与志愿活动，凝聚志愿力

量，汇聚起衡山满城“志愿红”。

“园林绿”提升城市颜值

绿色，提升一座城市的颜值。
自衡山县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以来，园林绿化所积极行动，扎实
推进城区园林绿化质量提升，在县
城绘就了一道道亮丽的绿色风景
线，全面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园林绿植的栽培和养护是打
造城市良好市容市貌的关键环
节，也是争创文明城市的重要内
容。为此，县园林绿化所的工作人
员兢兢业业，为市民守护好每一
寸绿意。尽管工作时间长，工作环
境艰辛，园林绿化所的工作人员
们却忙得不亦乐乎。

据了解，衡山县城区总体园林
绿化面积约50万平方米。近几年
来，衡山县园林绿化所不断加强对

全县绿化区域的管理和规范，以打
造舒适宜居城市为目标，为魅力古
城衡山注入了鲜活绿意。

“城管蓝”守护城市秩序

蓝色，守护一座城市的整洁。
衡山县城的整洁背后有一群

“城管蓝”在辛勤付出，用实际行
动维护县城市容市貌，为创建省
级文明城市尽一分力。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车辆拥
堵等问题一直是衡山县马路市场
整治工作中的顽疾，不仅严重影
响市容市貌，也给市民生活带来
一定影响。今年初，衡山县大力开
展马路市场整治工作，曾经每月
逢五逢十便拥堵不堪的开云商城
如今有了新的变化：菜农们一人
一格、有序规范地经营，自产自销
区呈现摊齐、路畅的景象。

衡山县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市
场管理中队曹谷祥说：“我们每天
早上6点半到达市场，和菜农起
得一样早。我们还在这里设立了
一个岗亭，方便现场执法管理和
收集菜农反馈的意见。”

市民们感觉现在出入比以前
更方便了，没有了车辆的拥挤，自
产自销农副品摆放整齐，买菜也方
便多了。据了解，今年1至7月，衡
山县城管执法局共组织市容整治
执法行动近50次，清理店面占道
经营860余家，规范门店乱摆乱放
890余家。

文明城市创建需要全社会的参
与，在衡山文明城市创建一线，“志
愿红”点缀精神文明的亮色，“园林
绿”铺就生态文明的底色，“城管蓝”
守护社会文明的本色……缤纷色彩
齐聚一堂，构成了衡山文明创建一
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华社拉萨9月
10 日电（记 者 田金
文 格桑朗杰）记者 9
日从“拉北环线系列
宣传踩线活动”启动
仪式上获悉，拉萨将
推出一条环绕拉萨的
旅游景观线，聚焦本
地特色的藏式村庄、
农牧区、民间工艺场
所等人文景观和类型
多样的自然景观，带
动沿线村落群众增收
致富，促进拉萨旅游
全域、全时发展。

拉萨年均日照时
长达3000小时以上，
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数百个，是世界闻
名的文化古城和旅游
城市。数据显示，2020
年，拉萨市接待国内
外游客 2008 万余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301
亿元。

拉萨市旅游发展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拉萨旅游部
门全力打造“拉北环
线”旅游线路，通过落
实文化旅游提升工程、乡村旅游富
民工程、智慧旅游工程等重点任
务，以深度的“最美乡村”体验游吸
引游客，推动旅游一体化发展。随
着沿线地区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
的改善，“拉北环线”有望成为雪域
高原旅游新名片。

此外，为给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和更优质体验，在此次活动中，还
特别设立了西藏博物馆、青藏川藏
公路纪念碑等红色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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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将全区各乡镇大叶麻竹纳入“一盘棋”考虑，采取“公司+专合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进行开发利用，每年为各
大食品企业提供订单原材料上千吨，不仅自身产业得到了发展壮大，破解了退耕还林后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两难问题，还辐射带动了资中、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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