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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近年来，一些地
方运用“道德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将村级事
务与村民利益联系起来，把乡村治理由“任务命
令”转为“激励引导”，既节约了管理成本，又激
发了乡村善治活力。 （A4版）

激发乡村善治活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让人民群众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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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因为有爱而
更加温暖和令人向往。四川
简阳，正是这样一座因爱而
温暖的城市。这些“爱”和

“温暖”，来自于全市无数个
志愿者心与心的碰撞、手挽
手的无私奉献。

2008 年启动省级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以来，简阳已
走过了13年的文明创建之
路。在这13年的时间里，简
阳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统领，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接地气
聚民心的志愿服务活动，在
全市营造了全民参与、全民
创建的浓厚氛围，推动志愿
服务向常态化、制度化、规
范化迈进。

如今，行走在简阳，总
能看到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活跃在公交站台、交通路
口、社区院落等，他们默默
地践行着“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这
座城市增添暖人的温度、协
奏文明的乐章，助推城市文
明水平迈上新台阶。

人人可为
志愿服务擦亮城市底色

简阳市射洪坝街道的曾玉林参与志愿服务
已有9年，他的年度服务时长高达360小时，为
1200多户居民提供过水电免费维修服务。9年的
时间，使他从一名退休老党员成为远近居民都熟
悉的“名人”。

蜀州花园是安置小区，小区里住的大多是老
年人，遇到家中电灯坏了、水管爆管等问题无法
处理时只能向社区求助。2013年，退休后的曾玉
林“挺身而出”，凭借维修水电的技能积极参与社
区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9年的时间里，曾玉林的奔忙没有暂停键。无
论黑夜还是白天，只要居民有需求，他总是拎着
工具箱即刻“上线”，从不收一分钱。他的无私奉
献赢得了居民的赞赏，大家见到他都会亲切地喊
一声“曾大爷”。后来，“曾大爷”的名号在周边小
区也传开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向曾大爷求助，曾
玉林从没有拒绝过大家，只要居民有需求，他都
会免费上门维修。

2018年，随着简阳文明城市创建的深入，蜀
阳社区着力打造公益一条街。开街后，曾玉林不
仅义务管理整条街的水电，还主动要求值守糖厂
文化展厅。在值守期间，他建议在展厅内设置“共
享工具屋”，供居民免费借用工具。曾玉林还加入
了社区工作小组，参与摊位整治、治安巡逻，守护
城市文明。

“文明城市创建，不能仅靠一部分人的力量，
而是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参与。作为这座
城市的一员，我要为文明城市创建贡献一份光和
热。”采访中，曾玉林如是说。

多年来，曾玉林所散发的光和热，感染和激
励了更多的人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在曾玉林的
影响下，社区成立了曾大爷党员工作室，组建团
队为居民提供水电服务，为文明创建贡献力量。

在简阳，像曾玉林这样的志愿者还有许多。
目前，全市已建立志愿服务队伍943支，注册志
愿者达11.9万余名，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达5.38万
小时，针对群众需求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心
理辅导、环保清洁等志愿服务活动，把温暖送到
群众身边，让文明之风吹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下转A2版）

4月的西昌，春风拂面，草长莺飞，满城怒
放的蓝花楹，让空气中充满了浪漫的味道。登
上泸山俯瞰，山海环抱的西昌风景宜人，城市
交通秩序井然，大街小巷清爽干净，充满着文
明的底蕴和关怀。

2018年开始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以来，这座“春天栖息”的城
市在吐故纳新中沿着文明的轨
迹不断前行。西昌市坚守“为民”
初心，围绕“12361”工作方法
（“1”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2”为整体提升城乡
规划、整体提升市民素质，“3”
为牢牢把握“以创建促文明、以
文明促发展、以发展惠民生”三
大发展理念，“6”为“党政主导、
全民参与、城乡统筹、普惠民生、
文化提升、标本兼治”的创建思
路，“1”为一条民族地区独具特
色的创建之路），以提升城市品
质、提高群众素质、提高群众生
活质量为遵循，推出多项举措持
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城市有机更新显活力

4月1日清晨，伴随着机械
的轰鸣声，西昌高铁新城核心区
路网一期孙水路、站前路建设工
程又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一部
分施工人员在路段上铺设沥青，
一部分施工人员施划交通安全
标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该项目是高铁新城片区建
设的一部分，预计6月达到通车
条件，建成后将极大地方便周边
群众出行，满足地区物流业发展
的需要。”工程项目负责人告诉
记者。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的开展，西昌着力推进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品质。烟
厂娇子路及周边道路、小渔村大
道北段……一条条宽阔平整的
道路得以建设，联通了民心，畅
通了富裕的康庄大道。

提起 2020 年 11 月 20 日，
西昌市川兴中学教师马亮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的神色——那一天，绕城公路一期工程（北环
线）通车了。马亮住在410生活小区，过去去
学校上班必须走航天大道，车程大约50分钟；
遇到下雨天，则可能需要1个半小时甚至2个

小时。“最久的一次开了两个半小时，下班到
家差不多晚上10点了。”马亮说，当得知绕城
公路一期工程（北环线）通车试行的消息后，
他和家人十分兴奋。第二天，他早早地起了
床，和家人一起庆祝公路通车试行。“那天，我

开车去学校只用了20分钟。”马
亮笑着说。

交通品质提升，让西昌的老
百姓感受到了生活的便捷。面对
群众对完善城区基础设施建设
的热切期盼，西昌推动老城区有
机更新，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
力。2021年以来，西昌打通航美
南路、海晏西路2条断头路，启
动一环路断头路、四中东侧道
路、健康二环路接三岔口南路段
等7条老城区断头路建设工作，
相继完成了滨河东路北延线（北
环线-胜利大桥）、西河右岸（四
合桥-宁远桥）堤带路工程以及
西河右岸（宁远桥-五一桥）工
程并实现通车。值得一提的是，
西昌还以污水治理为重点，投资
近1.5亿元，新建迎宾大道、春城
路等5条市政道路雨污水管网
20余公里，完成天王山大道6公
里截污干管修护改造，采取微工
程措施完成了东西海三河沿线、
邛海西岸区域、城东南片区及烟
厂片区等共计60余处雨污混流
点的问题整治。

在西昌，城市品质提升工程
解民所盼，成色“实”足，为市民
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让文明行为成为
“全民自觉”

4月 2日上午8点，家住西
城街道航天路社区的张桂芳和
西城街道龙眼井社区的向永素
结伴来到辖区路口，开始了一
天的文明劝导工作。退休后，张
桂芳在街道举办的一次活动中
认识了向永素，有空闲时间的
两人在街道的号召下，加入了
文明劝导志愿服务队伍，为创
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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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积极鼓励企业推进屋顶光伏发电项
目建设，帮助企业合理利用生产厂房屋顶等闲置区域架设光伏发电设
备，将清洁能源用于生产运行，为企业绿色低碳、环保发展注入清洁动
能，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图为4月7日，技术人员在即墨区
即发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厂房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巡检。 梁孝鹏 摄

革命文物“活”起来
创新传播方式 传承红色基因

以故事讲述的形式，展现革命者忠于信
仰、忠于人民的高尚情操，彰显湘赣边区游击
战争时期工农红军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江西莲花县通过加大红色宣讲人才培养，创
新传播方式，让革命旧址成为党史宣讲课堂
和红色旅游景点。

近年来，莲花县编写《莲花一枝枪》《百年
初心我讲你听——写给青少年的红色故事》
等红色书籍30余部本，收集整理红色史料
200余万字，红色人物、事件530余个，保护利
用高滩秋收起义部队行军会议旧址、湘赣游
击部队改编旧址等红色旧址40余处，布展村
级红色文化陈列室100余个，建成红色名村
32个，打造“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上井冈”“莲花
一枝枪星火燎原”等红色教育和旅游线路，开
发红色景点200余个。

当地还组建了甘祖昌干部学院，新设立
了档案史志馆，招聘选用了一批具有专业背
景的党史专业研究人才，通过举办“红色教育
金牌讲解员大赛”“村民讲红色故事大赛”等
活动，培养了一支由村支书、教师、机关干部、
自由职业者组成的400多人红色宣讲人才队
伍。近3年，当地参观旅游的游客人数达100

多万人次。
近日，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通知指
出，鼓励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合理运用现
代科技手段，融通多媒体资源，加大革命文物
数字化展示传播，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
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

近年来，各地依托革命旧址、革命文物开
展红色旅游的规模和热度全面攀升。不少革
命旧址成为百姓出游的重要选项和“网红打
卡地”。各地利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推动红色
文物资源“活”起来。陕西延安市推出百集系
列红色故事，通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回
望党在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和发展历程。浙
江嵊州市贵门乡加大对当地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旧址的提升改造，增设农耕文化展示、党建
阵地建设等，并投资30万元改建一个可容纳
约50人的集宣讲、展览于一体的数字化展示
厅。当地编排并拍摄了红色剧目，在数字化展
示厅播放。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各地革命
纪念馆推出精品展览，积极探索新颖的传播方
式，比如通过短视频、云直播、云展览、H5等，
增加观众的代入感、沉浸感和体验感。各地还
结合革命历史和人物开展音乐会、戏剧、作品
诵读等活动。基于革命文物资源的研学课程也
在陆续推出，让红色文化贯穿课堂教学和实践

过程。同时，这位负责人也强调，在活化利用的
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杜
绝商业化、庸俗化的炒作，把真正的革命价值
传播出去、把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据了解，下一步，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开放
率将进一步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将和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民
生改善。

农家书屋“新”起来
爱心浇灌童心 涵养文明乡土

对于山东省潍坊市高密经济开发区冯家
庄村的孩子们来说，宝德书院是他们童年的
一个亮点，在书院度过的时光快乐而充实。这
里有丰富的图书、多才多艺的老师、讲不完的
故事、做不完的手工、学不完的技艺……每逢
周末和寒暑假，这里都会响起读书声、歌唱声
和欢笑声。

为孩子们创造这一方乐园的是乡村教师
李济远和单美华夫妇。9年来，夫妻二人拿出
自家的房子和院落，打造了一个集农家书屋、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文化大院等于一体的
乡村文化综合体。

在宝德书院，孩子们不仅可以读书，还可
以练字、绘画、学习武术，高密“非遗”扑灰年
画、高密剪纸、高密茂腔也走进课堂。李济远

说：“一开始，看到我们有这么多活动内容，有
的村民担心是收费的，不敢送孩子来，我们就
到处宣传，一分钱不要，全是免费的。为了打
消乡亲们的顾虑，我干脆去县里把宝德书院
注册为非营利组织。这一下，村民都乐了，周
末、寒暑假来的孩子越来越多！”

身为乡村教师，李济远和单美华深感农
村儿童缺少素质教育资源和公共文化空间，
一到周末和寒暑假，孩子们常常无人照管。他
们拿出自己的婚房，又自费几万元购置图书
和桌椅，开办了宝德书院。

“德不孤，必有邻”。宝德书院的爱心善举
传播开来后，许多志愿者组织主动和书院联
系，上门服务。

青岛农业大学德武支教队是最早到来的
志愿者组织之一，支教队队长徐金良介绍，大
学生志愿者们带来的课程很丰富，有折纸、绘
画、音乐、体育、英语等，颇受孩子们欢迎。在附
近读书的小学生张明磊说，与大哥哥大姐姐在
一起，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提升了
自己的创造力，开阔了眼界。目前，常年到宝德
书院开展支教服务的志愿者队伍有近20支。

高密本地的志愿者队伍更是把宝德书
院当作自己的家，把乡土文化带给孩子们。
比如有的支教队从美食入手教给孩子们如
何注意食品卫生，防止病从口入，孩子们听
得津津有味。 （下转A2版）

清洁能源助力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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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农家书屋、剧院、博物馆、文化馆不断创新服务形式、

服务手段和服务内容，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给公

共文化服务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各地探索新的方式方法，提升文化服务效能，增强人民群众

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获得感、幸福感。

乡村振兴中，志愿者用文化为媒宣介各种致富
经，凝聚乡村振兴力量；千万个生活日常里，志愿
者用文化填补闲暇时光，让群众的日子过得更有
味道……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积极开展文化惠
民志愿服务，为乡村振兴提供高品质的文化助力，
让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B3版）

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点亮乡村多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