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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春管正当时
近段时间以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

广大群众抢抓农时，多措并举抓春耕春管，水稻种植保面积保产
量，全力打赢全年粮食生产第一仗。图为4月20日，永丰县七都
乡车头村的农民在进行早稻田间管理。 刘浩军 摄

塞罕坝：赓续红色精神谱写绿色新篇

值班编委 何纯佳

2022年4月21日 星期四
第5500期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

4月中旬，一场春雪过后塞罕坝机
械林场银装素裹。约10厘米厚的积雪
带来刺骨寒凉，却也缓解了林场的防
火压力。

建场60年来，一代代塞罕坝人用
心血和汗水铸就了塞罕坝精神；如今，
他们正奋进在“二次创业”新征程上。

牢记使命
从茫茫荒原到万顷林海

塞罕坝地处河北省承德市最北
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皑皑白
雪覆盖下，高大挺拔的云杉、樟子松，
如同威武的士兵，守望着茫茫林海。置
身其中，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寸草难
生的一片荒漠。

塞罕坝意为“美丽的高岭”，曾是
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后因开围垦荒、大肆砍伐，到新
中国成立初期，逐步退化成荒原沙地。

为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
形势，1962年 2月14日，塞罕坝机械
林场正式组建。尽管条件艰苦，但来自
全国18个省区市、127名大中专毕业
生响应国家号召，与当地林场242名
干部职工一起，组成369人的创业队
伍，开启了战天斗地的拓荒路。

据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回忆，当时
到处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卷着沙粒
雪粒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刀割一样
疼。当年和5名女同学一起毅然奔赴
坝上的高中生陈彦娴，如今已是满头
银发，她说：“那时，我们喝的是雪
水、雨水，吃的是黑莜面窝头、土豆和
咸菜。”

因缺乏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
1962年、1963年塞罕坝造林成活率不

到8%，一次次造林失败，动摇了人们
的信心。

为了让大家安下心来，林场第一
任党委书记王尚海把妻子和孩子从承
德接到了塞罕坝。他带领职工开展“马
蹄坑大会战”，吃住在山上。艰苦付出
终换来回报：栽植的落叶松516亩，成
活率达96%以上。

王尚海1989年去世后，家人遵从
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塞罕坝。伴他长
眠的松林如今叫“尚海纪念林”，这里
成为塞罕坝百万亩林海的起源地。

艰苦创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海拔1900米
的月亮山上，一座三层白色建筑望海
楼在风雪中矗立，51岁的刘军、王娟夫

妇在这里防火瞭望。
他们每天对望海楼周围近20公

里范围内的森林进行定时瞭望，每15
分钟记录一次瞭望情况，在重点时期
夜间还要每1小时向林场防火指挥部
通报一次林区火情。

“今天下了大雪，是难得的好天
气。”刘军夫妇说，他们最开心的是遇
到雨雪天，因为雨水可以让树木快速
生长，下雪则有助于森林防火。

刘军的父亲是塞罕坝第一代建设
者。在塞罕坝有句老话，献了青春献终
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新一代塞罕坝人没有躺在前人的
功劳簿上睡大觉。42岁的于士涛来自
保定，2005年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塞
罕坝，如今是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
他说要“紧握前辈们的接力棒”。

（下转A2版）

从山西省乡村振兴局传来消
息，山西今年计划选择具有一定基
础和发展潜力的县、乡、村，先行开
展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实现特色产
业培育发展势头强劲，数字乡村建
设深入推进，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
更加牢固。

具体包括重点创建4个乡村振
兴示范县、2个乡村振兴示范区（乡
镇）、10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43个
乡村旅游振兴示范村、15个数字乡
村建设示范村、100个特色产业示范
基地。

在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方面，
山西将在产业发展、务工就业、集体
经济、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配套、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社会事业拓展等方面做好示范、打
造样板。

创建乡村旅游振兴示范村，挖
掘旅游资源，完善旅游带动增收
机制。

创建数字乡村建设示范村，运用
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提升信息基础
设施水平，实现5G全覆盖，实施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公共服务、治安防
疫、垃圾分类等数字化转型，大力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和智慧农业。

创建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大力
实施农业“特”“优”战略，扎实推进
山西农产品精深加工建设等。

（《人民日报》郑洋洋）

现在的肇庆，步行3分钟可到市
场、5分钟可到医院、10分钟能到文化
活动中心，“15分钟生活圈”逐步完善；
这里已有近5000支志愿服务队、75万
名志愿者，“志愿红”延伸至城市各个
角落；很多老旧小区已经焕然一新，休
闲公园建到家门口，礼让行人成为风
尚，邻里互助蔚然成风。

广东省肇庆市自2020年成功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始终坚持惠民
创建、精准创建、常态创建，形成了全
民动员、全员参与、全域创建的生动局
面，让文明之花在肇庆灿烂盛开，让文
明之果惠及千家万户。今年3月29日，
中央文明办通报2021年全国文明城
市年度测评结果，肇庆在114个地级
全国文明城市中排第10名、省内地级
市第1名，获中央文明办通报表扬。

强化顶层设计
擦亮文明底色

文明创建不是一阵风，而是润物
细无声的改变。肇庆始终坚持高位推
动，在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上下
功夫。

肇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经验之
一就是做好“顶层设计”，实行“项目
化”“清单化”工作制。明确目标方向、
工作内容和标准要求，建立任务分工

机制、目标考核机制、动态管理机制、
督导考评机制等完善的工作机制，形
成责任分解、检查考核、督促整改的制
度闭环，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地落实。

近年来，肇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构建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将常
态化文明创建列入全市九大重点行动
之一，出台《肇庆市关于常态化开展文
明创建的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明确“巩固—优化—提升”三步
走战略，包括常态化文明创建机制建
设、城市管理问题综合处理提升、城市
管理短板弱项提升、城市环境秩序管
理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提升、全域创建
提升等六大行动，具体 18 项工作
任务。

在机制创新方面，肇庆市建立市
常态化文明创建联席会议制度和市、
区文明办主任“一周一研判”会商制
度，定期听取各区、各单位创建情况，
分析并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建立巡查
督导机制，每周对城区实地工作创建
情况进行抽查，定期开展“回头看”；坚
持网报材料收集审核“月结月清”制
度，强化群众活动“五个必须”要求；建
立“达标制+排名制”“日常考+专项
考”考评模式，考评情况纳入年底绩效
考核重要依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平面立体相结合、活动报道相结合
等方式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宣传。

铸魂育人，离不开榜样的引领。近
年来，肇庆大力推进实施《肇庆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广泛选树一批“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最
美家庭”等先进典型，持续推进全国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
庭、文明校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在讲述榜样故事、宣传先进
事迹中，厚植道德沃土、构筑文明
高地。

聚焦群众所需
坚持惠民利民

不为“夺牌”而“夺牌”，创建成色
在人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巩固拓展提升好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全面展现文明城市的新品
质、新面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肇庆市主要负责人在多
个场合强调，要深入推进民生实事，坚
持“面子”与“里子”相结合，“硬件”建
设与“软件”管理相同步，努力把肇庆
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城市整洁、秩序优
良的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新都市。

（下转A2版）

本报讯（翟坚求）近日，中央文
明办发布2021年全国文明城市年度
测评结果，广西北海市在97个地级
以上全国参评城市中脱颖而出，以
总分 92.66 分的成绩，排名全国第
五，在广西8个全国提名城市中位列
第一，是全区唯一得分90分以上的
城市，成功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第一方阵。同时，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以总分
97.40 分排名全国第十，创历史新
高。此外，在去年自治区文明城市年
度测评中，北海市在14个地级城市
中排名第一，连续两年拔得头筹，领
跑全区。

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以来，
北海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创
建工作，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志在
必得”写进党代会报告，把创建工作
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作为最大
的民生工程来抓，作为打造令人向

往的品质北海、魅力北海的重要举
措来抓，成效显著。北海荣获第六届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
进城市；连续两届蝉联自治区文明
城市。先后有17人入选“中国好人
榜”，2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9人被评为自治区道德模范，
163人被评为市级道德模范；420人
获评为市级以上劳动模范；200多户
家庭被评为市级文明（最美）家庭。
全市各级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
校园等先进示范单位，深入开展“解
决老百姓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行
动”，累计接办群众“急难愁盼”事项
6万多件。

接下来，北海市将进一步深化文
明创建、文明实践、文明培育，在抓精
细、补短板、治顽疾、强保障上再下功
夫，让“文明”成为北海的闪亮名片，
努力把北海建设成为令人向往的品
质之城、魅力之城、幸福之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
要的是守住内心，从小事
小节上守起，正心明道、怀
德自重，勤掸‘思想尘’、多
思‘贪欲害’、常破‘心中
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
妄动。”坚持从小事小节上
守起，从高从严要求自己，
才能筑牢拒腐防变堤坝，
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从小事小节上守起，
要有“欲病救萌、防微杜
渐”的慎初意识。拒腐防
变如同治病强身一样，要
防患于未然。有这样一个
故事发人深省。人民教育
家 陶 行 知 为 了“ 工 作 方
便”，特制了一件工作服，

上面缝了两个口袋，“一个口袋放公款，
一个口袋放私款”。一次，陶行知去外地
募捐，返程搭车时放在私款口袋的钱被
盗了，他没有把募捐来的钱拿出来垫买
车票，硬是拖着疲倦不堪的身子，坚持
步行回到学校。这段公私分明、纤尘不
染的佳话，至今还被人们传颂。在廉洁
奉公方面，从小事小节上守起，就应当
这样“苛求”自己。

从小事小节上守起，要有“堤溃蚁
孔、气泄针芒”的慎微观念。必须清醒认
识到，对待生活小事，既不能以小视之，
更不能麻木不仁，因为它既有可能成为
思想决堤的“管涌口”，也容易成为温水
煮青蛙的“迷魂汤”。一些干部犯错误，
往往都是从思想上的小毛小病、小枝小
节和经济上的小偷小摸、小贪小占开始
的。他们在有了一般违法违纪行为之
后，不仅不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反而知
错不改、任其发展，甚至心怀侥幸、铤而
走险，导致最终走上不归路。事实证明，
生活小事看似不大，但背后隐藏的祸患
不小。在廉洁从政上，我们要从小事小
节上守起，不断培养见微知著的洞察能
力，牢固树立防微杜渐的慎微观念。

从小事小节上守起，要有“莫见乎
隐、莫显乎微”的慎独精神。辩证来看，越
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
方越是扎眼。而最隐蔽最细微的地方，也
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品质。高尚的人在闲
居独处、无人监督的时候，同样是谨慎
的。有些“两面人”台面上道貌岸然，形同
正人君子；私下里偷鸡摸狗，恰是虚伪之
徒。这警示我们，要从小事小节上守起，
就要在私底下、无人时和细微处，始终做
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境界源于自省，名节来自修养。在
小事小节上加强防守，从一点一滴上完
善自我，要求我们强化慎初意识、立足
于早，树立慎微观念、立足于小，发扬慎
独精神、立足于严。切实做到小事不放
纵、大事不糊涂，我们才能够守住拒腐
防变防线，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将解决群众急需盼作为常态化文明创建出发点和落脚点

创建成果惠及百姓
文明之花处处绽放

施亮 陈明红

● 2021年全市共开展群众性活动1700多场次，市属媒体常态开展各类精神文明宣
传教育；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区3个实践中心、28个实践所、476个实践站全部实现达标
建设，五大平台功能齐全并常态化开展五类活动。

● 2021年新增148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全部完成；“三线”和建筑外立面整治持续开
展；新建无障碍停车位89个；主次干道、商业大街改造人行道降坡126处；电动自行车上
牌率超80%；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和镇村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整治。

● 肇庆打造建设24 支特色化市级专业志愿服务队伍，329 支县级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队伍，志愿者总人数约9400人，2021年开展实践志愿服务4248场次。全市注册志愿者
近75万人，占总人口的17%，各类志愿服务团队近5000支，贡献超过5500万个“志愿时”。

共创
美好新生活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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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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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龙桥镇秉持“景村融合”
发展理念，推动乡村“颜值”和气质同步提升，实现
村庄变景区、田园变公园、风景变“钱景”，不仅让村
民过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幸福生活，还打
造了乡村旅游新名片，真正让乡村“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一幅“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
江淮山村生动画卷正徐徐铺开。

（A4版）

村庄变景区田园变公园风景变“钱景”

本期
导读

山西今年将创建一百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位列全区第一
北海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第一方阵

肇庆

从田间迈入云端，农家书屋离乡亲们更近了；
有声阅读从“听书”到广播剧，刷新人们对“耳朵经
济”的想象；遍布社区街巷的公益书房，让文化服务
更普惠更精准；实体书店转型发展，成为综合性的
公共文化空间……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循着书香味道，探寻各地农家书屋如何改变村
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B2版）

让阅读赋予乡村“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