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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以来，广东省东莞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把疫情防控文明行
动作为焕发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新面貌、新气象的重要工作机遇，通
过组织实施一系列疫情防控文明行
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汇聚起众志成城、同心战疫
的强大正能量。 （A2版）

广东东莞
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

走进巴城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
处处沐浴着现代文明之风：映入眼帘
的绿植郁郁葱葱，公益景观小品点缀
其中，大街小巷干净整洁，“红马甲”
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传递文明新风，
市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B2版）

文明巴城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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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重
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今年 1 月 6
日，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在北
京召开，在安排部署 2022 年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明确提
到：注重面向基层、加强引导，
着力推进家庭文明建设持续
发展。

对于乡村而言，家风关
乎乡风、民风。近年来，各地
乡村积极探索家庭文明建设
路径，开展家庭文明建设实
践，以家风带民风，以民风促
乡风，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
实的精神基础。近日，记者就
各地乡村的家庭文明建设情
况进行了走访调查。

本报讯（记者 李林
晅）5月 10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
共青团成立 100 年来
走过的辉煌历程，强调
了共青团和广大青年
在党、国家和民族发展
历程中起到的重要作
用，并对青年一代健康
成长、建功立业提出了
殷切希望。讲话在广州
市越秀区青年群体中
引起强烈反响。

广东省优秀共青
团员、广州市培正中学
学生陈栩芯通过电视
直播全程观看了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大会，聆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她说：“为自己
是一名共青团员而感到
无比光荣自豪。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
我深受鼓舞，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我更应该坚
定理想信念，锤炼自身
品格，积极投身社会实
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勇当开路先锋。”

中山大学公共管
理 专 业 博 士 李 庚 于
2021年12月通过共青
团越秀区委员会组织
的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来到
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街道办事处实习。
其间，李庚以学生党员的身份深入基
层一线，投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贡献了自己
的青春力量。在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后，李
庚感慨万千：“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
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
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只有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
言才能转化为奋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只有当青春
同党和人民事业高度契合时，青春的光
谱才会更广阔，青春的能量才能充分迸
发。”这句话深深地鼓舞了广州市越秀
区梅花村街团工委副书记、越秀区派驻
湛江市遂溪县建新镇乡村振兴驻镇帮
镇扶村工作队队员（兼任建新镇车路头
村第一书记）叶志强，他说：“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对青年的寄语字字千
钧、语重心长，是我们最好的行动指南。
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同时也是驻村工
作队队员，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重托，积极参与广州对口湛江的
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坚持用脚
步丈量田间地头，用耳朵倾听村民心
声，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
中，努力在基层一线中淬炼‘烈火真
金’，在乡村舞台上唱响‘青春之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成
立1

0
0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在
越
秀
青
年
中
引
起
热
烈
反
响

“百善孝为先”“孝义传家”“家和
万事兴”……走进广东省东莞市常平
镇漱旧村家风美主题区，乡风浓郁的
村居墙上，一幅幅展示传统家庭美德
的墙绘吸引着前来研学的学生及附
近村民驻足观看。

据常平镇妇联专职副主席陈燕
青介绍，在开展“以美围家——绿色
进我家”美丽家园创建项目试点建设
过程中，漱旧村重点打造了“家院美、
家风美、身心美、生态美、乡风美”5个
主题区，其中家风美主题区选用家风
墙绘设计大赛的优秀作品绘制上墙，
在传承孝、善、礼、家庭和谐和家庭文
明等好家风好家教的同时，村容村貌
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除了漱旧村，东莞市的其他村
（社区）也打造了家风巷子、家庭教育
一条街等融入优秀家风家训文化的
街头开放式教育空间，让优良家风润
物无声地吹入村民心田。东莞市妇联
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陆军介绍，去
年以来，该市不仅创新推出了东莞市
首届家庭文化节等特色活动，还打造
了家教家风实践基地，建设了家庭文
明建设示范点（试点），并以家教家风
为底色打造了家门口的“园中园”儿
童公园和公共场所母婴室，在城乡广
大家庭中掀起了积极投身家庭文明
建设的热潮。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
风清。近年来，各地乡村通过打造家
风培育阵地，选树文明家庭典型，开
展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等，大力加
强家庭文明建设，不断提高村民思想
道德素养及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
乡村文明新气象。

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
道永宁社区夏家庄，有一个家风主题
广场，广场内“永宁故事”“永宁志士
长廊”“晒家风 品家训”及“党员承诺
墙”等主题区依次排开。

在“晒家风 品家训”展示区，排在
最左侧的是永宁社区二十一组村民
吕化国的家风家训微故事。吕化国在
担任小组长的30多年时间里，时刻
把村民冷暖挂在心上，组里哪家有困
难他都会主动去帮忙，“吃亏是最大
的福”是他们家的家风家训内容。

“为了引导村民建设‘和睦、孝
道、勤俭、诚信’等具有时代特点的家
庭文化，我们不仅充分挖掘群众身边
的家风故事，打造了家风主题广场，
还积极深化‘党建+家风+乡贤’新模
式，打造了家风教育微展厅，制作了
《家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口袋书，并利
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平台开展

‘传家训、扬家风’等系列主题活动，
让村民感受到身边的家风之美。”永
宁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伟说。

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明阳镇
高店子社区，每天晚上7点，社区文化
广场上村民一起唱歌跳舞、健身运
动、唠家常……一派邻里和谐的景
象。“过去邻里之间常常因为一些小
矛盾发生争执，居住环境也是‘脏乱
差’，现在不仅邻里关系和谐了，社区
环境也越来越好。”年近70岁的村民
董治顺见证了近几年社区的大变化。

“社区的变化源于道德评议工作
的开展。”据高店子社区党总支书记
董世勇介绍，近年来，该社区组织村
民开展“五好家庭”“好家风家训”等
推选活动，评选出一批村民身边的好
人好事，并制作了“社区好人榜展示
栏”，持续激发村民参与文明家庭创
建的积极性。同时，社区还打造了道
德银行，村民获评村级及以上级别的

“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等均可获得
相应积分，累计的积分可在道德银行
兑换生活用品。“通过几年的探索与
实践，村民素质提高了，乡风文明了，
兴业致富的热情也更高了。”董世勇
说道。

家庭文明建设以“家风正、家教
好、家庭美”为目标，其影响是潜移默
化、润物无声的。对乡村而言，开展家
庭文明建设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传统美德、提高村民的思想
道德素质、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助
力农村青少年成长成才来说意义深
远。但家庭文明建设涉及阵地建设、典
型推选、宣传引导等方方面面，就目前
来看，家庭文明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
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和深化。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村在
家庭文明建设中存在阵地建设不均
衡、传承家风的载体缺失、典型示范
引领作用不够明显、村民意识淡薄、
活动参与率不高等问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巴蜀
家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苏东来告诉
记者，由于各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及基层干部对家庭文明建设的

认识存在差异，家风家训馆、家长学
校、家风文化墙等阵地建设发展不均
衡，建设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另外，随
着经济发展、科技水平提高以及人们
生活方式的改变，当今的乡村家庭中
家庭教育多以言语劝诫为主，而作为
家风传承载体的家规、家训、家书则
严重缺失，优良家风的传承面临严峻
形势。

恩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黄万毓则表示，由于评选出来的
典型受认识水平、地域环境及行业单
位的限制，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
意识不够。另外，受经济水平、文化程
度、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对于家
风的传承意识、传承方式等存在偏
差，其参与家庭文明建设的程度明显
低于城镇居民，这也是制约乡村家庭
文明建设的因素。 （下转A2版）

家庭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调查

家庭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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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常平镇漱旧村家风美主题区东莞市常平镇漱旧村家风美主题区

一座城市的蓬勃发展，离不开
筚路蓝缕的勇气，离不开开创未来
的豪情，离不开攻坚克难、团结协作
的决心和魄力，更离不开文明的浸
润和滋养……

自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以来，四川省雅安市坚定不移、全力
以赴地书写着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
千的文明故事。雅安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大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引领，持续深
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续扩
大高质量文化服务与供给，稳步推进
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有力提升群众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

碧波荡漾，流光溢彩；满目青翠，
茶香四溢；街巷齐整，清爽扑面；志愿
服务，扶危济困……行走在雅安的城
市乡村，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文明城

市创建带来的“福利”。

文明因子赋能城市肌理

5月5日早晨5点，郑小燕早早起
床收拾东西往蜀天农贸市场兴贸店
（以下简称“兴贸市场”）赶去，她在那
里有一个卖菜摊位。三年前，郑小燕将
自己的路边菜摊搬到了兴贸市场，不
仅拥有了自己的摊位，还享受了市场
里配备的菜架、手推车等设备。“市场
内有冷鲜柜，不怕食材变质，还有保洁
打扫卫生，在这样一个干净、舒适的环
境里卖菜心情舒畅，生意也比以前在
路边卖菜好多了。”这些年，由于价格
公道、干净卫生，郑小燕的菜摊生意越
来越好，还攒了不少回头客。

农贸市场是城市建设的基础，是
百姓生活的源头，尤其能反映一个城
市的文明指数。面对农贸市场设施陈
旧、环境脏乱、管理欠规范等问题，雅
安高标准、高要求狠抓兴贸市场等农
贸市场改造。记者在改造后的兴贸市
场看到，市场内地面清爽洁净，统一规
划的摊位整洁美观，文明城市创建宣
传标语随处可见，每个摊位前悬挂一

块“智慧屏”，显示商家基本信息、菜
价、付款二维码等，还有食品检测室、
溯源系统等……

让城市有“颜”有“料”，不仅体现
在农贸市场“提档升级”。这些年，雅
安始终把提升城市品质作为民生工
程来推进，精雕细琢城市容貌，加快
补齐城市短板。聚焦群众反映最突出
的地方、群众最期待的事情，督促相
关单位持续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农贸
市场、背街小巷、城市管理、社区小
区、乡村环境六个专项治理行动，并
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共拆除非
法加装遮阳棚（伞）2.3 万顶，清理牛
皮癣广告27633处，拆除破损招牌广
告和违规建筑818处，排查处理主次
干道、背街小巷问题隐患4224个，修
复破损人行道 5600平方米，完成 48
条智慧斑马线建设，全面开工改造老
旧小区113个，改造提升中心城区农
贸市场18个；绿化、美化工程稳步推
进，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0.76%；“厕
所革命”工程成效凸显，改造公共旱
厕 100余个，中心城区公厕达到 102
座……当下，雅安城市功能日趋完
善，城市亮化、绿化、硬化工程让城区

越来越美。

志愿服务提升城市温度

志愿者是文明城市创建的生力
军，志愿服务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雅安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落实落细各
项志愿服务项目，做深做实各项志愿
服务活动，让城市更温暖、更文明。

“开始练习书法时，姿势要正确，
养成良好的习惯。写字姿势正确与否，
不但和写好字关系密切，而且也影响
人的身体健康……”走进雅安市雨城
区第十小学的留守之家，几十名留守
儿童在雨城区书香龙溪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的讲解下，认真
学习书法习字要领，一笔一划地临摹
字帖。这是雨城区书香龙溪新时代文
明实践基地专门面向青少年举行的关
心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该文明实
践基地还长期开展政策宣讲、社会治
理、社会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

在雅安，这样暖心、贴心、用心的
志愿服务活动还有很多。聚焦群众最
现实、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以关爱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
体为重点，广泛开展心理援助、义诊义
剪等志愿服务活动；聚焦维护公共
秩序、保护环境卫生等方面，大力推
进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动；聚
焦庆祝建党 100 周年、学雷锋纪念
日等时间节点，深入推进志愿服务
专项行动……为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
水平，培育志愿文化、弘扬志愿精神，
雅安印发《雅安市志愿服务工作协调
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工作规则》，成立雅
安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在全市范围内
组建志愿服务队伍2451支。

通过多年的扎实推进和深入探
索，在雅安，志愿服务活动已逐渐成为
人们触手可及的生活常态，志愿者队
伍不断壮大。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
雅安登记在册志愿者共有23.46万人，
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超过15%。雅安
还培育打造了“小雨点”志愿服务队、
雨城区青江街道“580志愿者联盟”等
品牌。其中，雅安市直机关“红旗帜”志
愿服务队被评为“四川省十佳志愿服
务组织”，王茂源、周顺莲等4人入选
2021年度“四川省百名优秀志愿者”。

（下转A2版）

于山水之间 赏文明之美
——四川省雅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掠影

本报记者 李林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