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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近
年来，各地各社区不断探索新模
式，努力构建科学合理、长期有效
的服务机制，积极打造公共文化服
务品牌，着力提升服务效能，让各
类文化活动真正贴近群众需求，全
力打造基层的文明阵地、居民的精
神家园。 （A3版）

基层的文明阵地
居民的精神家园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不断优化
服务举措，努力为群众提供有温度、
有品质的公安服务，全力破解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以辖区“小平安”
串联起社会“大稳定”，营造和谐文明
稳定的社会环境。 （A4版）

“小平安”串联起“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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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汾西县僧念
镇段村考察时说，建设现代化国家离
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继续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群
众生活更上一层楼，在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中越走越有奔头。

抓好厕所改造工作
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一天出门好几次，晨起和睡前更
是不见人影……早些年，头一回来家
里过年的杭州弟媳让侯晓婷有些不
解。接连观察了几天，侯晓婷终于揭开
谜底：原来弟媳次次上厕所都跑到镇
上的公厕，来回需要折腾两三公里，很
不方便。

家里有厕所，为什么要跑到镇上？
原来，侯晓婷家住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永昌镇石碑村，以前家家户户都用旱
厕，卫生条件不好，“难怪弟媳不习惯”。

改变发生在2018年，凉州区启动
农村改厕工作，免费提供全套清洁厕
具。石碑村入选首批试点，侯晓婷家的
厕所也迎来了大变化。

坐便式马桶套着浅灰色坐垫、抽
取式厕纸安装在高约半米的墙面上、
装有垃圾袋的纸篓伸手可及……走进
侯晓婷家的厕所，统一铺贴的瓷砖整
齐干净，吸顶灯明亮，窗台上摆放着各
种洗漱用品，散发出淡淡幽香。“弟媳
回来，上厕所再也不用往镇上跑了。”
侯晓婷笑着说。

“政府补贴厕具费用，我们改厕只
花了不到2000元。”侯晓婷掰着手指
算了笔账。前年，她家陆续又装上热水
器、花洒和浴霸，还新添置一台洗衣
机，全都放在了厕所里。搁以前，侯晓
婷一个月才到镇上洗一次澡，“现在想
啥时候洗就啥时候洗，方便得很，厕所
真正成了卫生间！”侯晓婷说。

既要转变群众观念，也要改变
生活习惯。近年来，凉州区党员干部
走村入户宣讲政策，组织企业打造
样板户、建立厕具安装培训基地、现
场演示使用方法，打出了一套改厕

“组合拳”。此外，区政府为各镇配备
清污专用车，引导各村组建立管理
维护服务站，确保厕具坏了有人修，
粪水肥料化利用就地还田，实现绿
色生态循环。

截至目前，凉州区累计改造农村旱
厕8.9万余座，占应改厕农户数的90%
以上，总量位居甘肃省县（区）首位。

“‘小厕所’关乎‘大民生’。接下来我们
将一手抓农户厕所改造，一手建立长效
管护机制，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助推农村人居环境迈上新台阶。”凉州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彬德说。

集中整治村屯环境
优化设施配备队伍

走在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
街道马鞍山村，村民庭院前放置的一
红一绿两个垃圾桶格外显眼。“这是我
们村配置的分类垃圾桶，”村支书赵世
龙介绍：“现在每两个家庭配置‘两
桶’，每个月还要进行积分评比。”

赵世龙口中的积分评比，是近年
来马鞍山村开展的“干净人家”“美丽
庭院”评选活动。村委会每月对每家每
户卫生保持状况进行考核，由村民互
相打分，选出“干净人家”和“美丽庭
院”，再通过“积分超市”奖励的形式进
行表扬，村民们可以用积分兑换米面
粮油等生活物资。

“我们自己的村子，环境还得靠我
们自己来维护。”村民怀文海放下手中的
扫帚，和记者聊了起来。村子里组建卫生
服务队后，他便拿起扫帚，骑上村里配置
的保洁车，为乡村清洁出一份力。

空气清新，道路干净宽敞，人居环
境良好，这是记者对马鞍山村的第一
印象。可是几年前，马鞍山村还不是如
今这副模样。村民说，当时村里垃圾乱
堆乱放，家禽粪便异味熏人。村边还有
条小南河，河道被垃圾填满，淤积严
重，臭味难闻。

据了解，马鞍山村以前发展经济

主要靠开掘矿产。随着效益下滑，矿山
关停，村里缺少合适的产业，村民便开
始养家禽增加收入。后来，马鞍山村发
挥自身优势，将发展乡村旅游定为脱
贫方向。而发展乡村旅游，首先要做的
便是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2018年起，村里组织各组负责人
对村屯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倒运
田野、村头、道路沿线、村内空地等区
域的垃圾，清理村内主要道路沿线临
时性垃圾堆放点，清除村内河流、沟渠
垃圾，组织清理农户房前屋后随意倾
倒的垃圾……实行一系列举措后，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

“难的是观念的转变。”赵世龙说：
“以前大家都觉得自己家里干净就行，
把垃圾堆在村道上。直到完善基础设
施、进行集中清理整治以后，大家才意
识到原来咱们村这么美，还怎么好意
思再乱丢垃圾？”

目前，马鞍山村内共有各类垃圾
桶、垃圾箱336个，在各功能区垃圾堆
放点设立垃圾箱，实现了对生产生活
垃圾统管统运、专管专运，日常垃圾一
日一清。同时，还组建了村卫生服务
队，从事卫生打扫和清运工作。“下一
步，我们将以村屯环境治理为重点，进
一步加强村民垃圾分类意识。”赵世龙
介绍：“计划制作一些直观的图示，指
导大家对垃圾进行科学分类，让咱们
村更洁净更美丽！”

设置专兼职保洁员
提升群众卫生意识

一水将绿绕，群山送青来。重庆市
渝北区大盛镇天险洞村，小青瓦、石墙
裙，道路干净整洁，显得分外美丽。

“唰唰唰……”扫地声划破乡村的
宁静。抬眼望去，不远处，一名保洁员
穿着荧光色背心，弯着身子不停挥动
扫帚。保洁员的名字叫聂一琼，村里环
境干干净净，她的功劳可不小。

近年来，渝北区全面整治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农村生活垃圾，鼓励各
村配备保洁员，完善垃圾桶等设施，
鼓励引导村民形成良好生活习惯。在
专项财政资金保障下，村里给兼职保
洁员发放工资。聂一琼每月能增收
500元，干得更起劲。遇到有村民乱扔
垃圾，她都会上前提醒。如果有村民
不懂得垃圾怎么分类，她也会耐心细
致地讲解。

起初，聂一琼工作时没少碰到“钉
子”。有村民乱丢垃圾——“反正你是保
洁员，有垃圾归你扫。”为转变村民的观
念，当地政府组织宣传活动，反复讲解，
发动志愿者到村里帮助打扫卫生，还组
织村民到其他示范村现场观摩……渐
渐地，大伙儿逐渐认同理解保洁员的工
作，并以实际行动共同维护村里的卫生
环境。道路上的垃圾越来越少，聂一琼

的工作也变得比以前轻松了。
现在，天险洞村正在整修居民房

子、修建公共厕所，打造一批民宿。只
见白墙青瓦依山傍水，亭台廊腰缦
回，白鹭翱翔湖畔，一幅山水画跃然
眼前。

沿着公路往北走，便到了洛碛镇
大天池村。村里因地制宜，聘请专职保
洁员杨建庆和兼职保洁员，“专兼结
合”共同维护卫生状况。专职保洁员每
月收入2000多元，工资来自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资金。

“我早上来上班，老杨就已经收工
了，路上干干净净！”说起杨建庆，村支
书左其政总是竖起大拇指。

据渝北区农委负责人介绍，渝北
正在成片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
农村户厕改造、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等
工程，累计改造农村户厕超4万户。全
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3.5%，群众如厕
环境持续改善。

去年，渝北区投入4.7亿元专项财
政资金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下一步，渝
北区还将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支持，拓
宽投资渠道。同时，探索建立人居环境
整治运行管护服务队伍，确保农村厕
所、生活污水垃圾治理设施设备管好
用好，保障村庄保洁机制良好运行。

（《人民日报》赵帅杰 郑智文 刘
新吾）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
布。作为乡村文化振兴可发掘利用的重要资
源，传统节日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带动性要
素。传统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从古至今始终承载着百姓对生活的
美好祝福和期盼。在时代滚滚向前的车轮
下，通过众多连接过去与当下的传统节日，
人们得以触摸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融汇的
脉动，在这一过程中也将更多创新的时代表
达赋予传统节日。

从清明节，到七夕节，再到中秋节……众多传
统节日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认同，在人
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搭建起了一座联系
彼此、沟通世代与时代的桥梁，直到今天仍旧
迸发着顽强的生命力。然而，不可否认，传统节
日也需要创新的时代表达，人们才能近距离感
知传统文化之美，传统节日才能越来越吸粉。

传统节日的时代表达，需要搭上“融合”
快车，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就拿中国最隆重
盛大的传统节日春节来说，由古时岁首祈岁

祭祀，逐渐演变为集祈福、欢庆娱乐和饮食
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其中包含的年俗活动并
不是数千年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断“上新”。近年来，各地兴起众多“新年
俗”，比如网购年货、春运“逆向迁徙”、微信

“抢红包”……尽管“新年俗”形形色色，但年
俗万变不离其宗，追求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是过年不变的主题。中秋节的过节形式也越
来越丰富，众多社交平台 APP 以月饼评测、
家宴比拼、汉服展示等花样活动打造了传统
节日新过法。正所谓“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
以为守”，不断挖掘承载文化传统和节日内
涵的时代载体，传统节日才能生生不息，回
味无穷。

传统节日的时代表达，还要注重讲好其
背后的传统文化故事。众多传统节日蕴含着
多样且丰富的文化故事，需要精彩演绎。讲好
传统文化故事有很多方式，河南卫视给我们
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继 2021 年《唐宫夜
宴》火遍全国后，虎年春晚河南卫视以“虎虎
生风中国潮”为主题，探索古老文化新鲜表

达。运用AR+XR的虚拟舞台技术手段，将传
统文化元素以情景再现的方式串联，创新讲
述传统文化故事，备受观众喜爱。其实，不管
如何创新表达和形式，守护着的都是一颗“中
国心”。

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历
史文化积淀凝聚的过程。当如何进行创新性
发展、创造性转化成为一个时代命题，我们
回首审视不难发现，传统节日历久弥新的生
命力，既源自与生俱来的厚重文化内涵，更
得益于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以新表
达、新诠释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
值，推动传统节日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是
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文化繁荣发展
的必由之路。

传统节日需要更多时代表达
曹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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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操）近日，海南省文明
办、省民政厅联合发布《2022年清明节
文明祭扫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
书》），倡议广大群众以文明的方式追思
先辈、以绿色的方式祭奠逝者，用实际
行动让清明更加清新文明。

《倡议书》建议群众根据当地防疫
情况，合理规划祭扫时间，在公共场所
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主动出示健
康码、配合体温检测。拟到提供现场祭
扫服务的公墓、殡仪馆等场所的群众，
要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提前预约，按
照约定时间前往祭扫地点，错峰出行，
避免人员聚集。

《倡议书》建议群众改变传统祭扫
方式，用现代文明、简约的方式表达传
统情感，提倡采用网络祭扫、代为祭扫
等远程祭扫方式遥寄哀思。

《倡议书》称，请群众严格遵守防
火、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有关规定，践
行绿色环保祭奠观念，通过敬献鲜花、
电子香烛和植树种花等无烟、安全、绿
色方式祭扫，减少大气污染，保护生态
环境。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文明祭
奠、安全祭奠、节俭治丧等相关规定，倡
导安全、绿色、文明的祭祀方式，弘扬新
风正气。

3月 25日，四川
省文明委全体会议
在成都召开，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学习贯彻中央文
明委第五次全体会
议精神，全面落实省
委决策部署，总结去
年工作，审议有关文
件，研究部署今年重
点任务。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省文明
委主任甘霖主持会
议并讲话，副省长、
省文明委副主任罗
强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今年
是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新征程的
重要一年，全省上下
正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和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胜利
召开，做好今年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意义
特殊。要坚持高举旗
帜，把学习贯彻党的
创新理论作为文明
创建的首要目标，把
自觉践行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典型选
树的首要标准，把传播普及党的创新
理论作为志愿服务的首要任务，不断
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两个确
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
以文化人，用传统文化涵养精神品
格，用革命文化强健精神风骨，用先
进文化丰富精神世界，持续汇聚干部
群众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精神
力量。要坚持紧跟时代，深化文明健
康行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网络文
明建设和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文明风
尚培育向广度深度拓展。要坚持提速
增效，把握时间节点、突出重点工作、
打造特色亮点，进一步建好用好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

会议通报了2021年全省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情况和全省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情况，审议了《四川省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 2022 年工作安排》
《四川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办法（试
行）》等文件。 （《四川日报》吴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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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龙腾社区以全龄阶段居
民的多层次需求为导向，把每个居民
的“小幸福”融入到社区发展的大图
景中，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B1版）

成都市龙腾社区：
探寻美好社区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