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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关乎国家
和民族的发展和未来。近年来，云南省
玉溪市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教
育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坚定理想信念，
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
活动，丰富未成年人精神生活，努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和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接班人。

育正苗，加强未成年人
理想信念教育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玉
溪市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坚定理想信
念，积累健康成长的宝贵精神财富。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学
校、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建设7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园。编写《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方教材读本》《聂
耳与国歌》，在全市学校推广使用。聚
焦“党建+思政”推动思政教育，组织
30万余名学生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主题活动4000余场次。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赓续红色血

脉。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讲好聂耳和国歌故事”的重要指示
精神，成立玉溪聂耳少儿管弦乐团，
组织15万余名师生参加“寻访聂耳足
迹”活动。清明节、中国烈士纪念日等
时间节点组织20万余名师生开展网
上祭英烈活动。开展“红色家书”“学
党史 诵经典 铭党恩 报国家”等经典
诵读活动879场次，开展线上“童声颂
党”等活动200余场次。组织全市627
所中小学开展“从小学党史·永远跟
党走”“新时代好少年·强国有我”等
主题教育活动，召开主题班会 1920
场、主题队会 5000 余场，撰写征文
1572篇。

榜样示范激发正能量。组织开展新
时代好少年评选活动，2021年至2022
年评选“新时代玉溪好少年”40名，5名
入选“新时代云南好少年”，举办“新时
代玉溪好少年”现场发布会，大力开展
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宣传，在各个校
园宣传栏发布信息近3800条（篇）、制

作黑板报13800余期。

育健苗，拓宽未成年人
活动阵地

活动阵地是未成年人开展活动的
重要依托，玉溪市持续建设和规范未
成年人活动场所。

凝聚合力拓宽未成年人文化活动
场所。建成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669
个，全市34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2
座文化馆、12座图书馆、7座博物馆、
90个乡镇文化站向未成年人免费开
放。9个县级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与图
书馆、文化馆建立“馆校联系”机制，联
合开展文化艺术、科普等教育实践活
动260余场。组织82300余名未成年
人到博物馆、科技馆等公益性文化设
施免费参观学习。

积极探索乡村“复兴少年宫”建
设。在5个村（社区）开展乡村“复兴少
年宫”试点建设，建立工作制度、规范
活动要求、完善活动设施，让农村儿童
在课余、假期就近就便参加文体活动。

维持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正常运转。玉
溪已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66所，实现
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在全市所有乡镇全
覆盖，各乡村学校少年宫均设置了丰
富多彩的项目。

广泛开展未成年人志愿服务活
动。成立校园志愿服务总队 627 支，
发动各中小学校学生就近就便到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 355 场次，服务 1.6 万余人
次。完善心理健康教育阵地，成立全
市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建立县区
级心理辅导站3个、学校心理辅导室
111个，配备专兼职人员270名。组建
27 人的讲师团，开展“阳光成长”校
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30 余场，开展
县（市、区）骨干教师培训10场，覆盖
500人次。

育特苗，开展未成年人
特色文体活动

玉溪市持续开展特色教育活动，
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

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建立戏曲
社团和兴趣小组426个，开展“优秀剧
目进校园”活动27场次，3.6万人次参
加。邀请市滇剧院、市花灯剧院表演
《龙宫借宝》《梨花颂》等传统折子戏，
通过表演融合讲解及互动的模式，提
高学生对戏曲文化的兴趣。

开展书法进校园活动。开足开齐
软、硬笔书写课，将书法融入课程教
学。开展“书法名家进校园 翰墨飘香传
经典”系列活动112场次，其中，邀请
市书法协会书法家到玉溪五小、玉溪
三小等学校开展讲座8场。玉溪一小、
玉溪四小等学校开展“写好中国字”

“校园书画展”等活动66场次。
开展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开展

竹竿打跳、武术操、腰鼓等社团活动
2.6万场次，57万人次参与。认定玉溪
市体育传统特色学校216所。“新时代
玉溪好少年”徐妤曦在2021年11月云
南省青少年U系列体操锦标赛暨云南
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体操预赛
中荣获全能银牌、团体冠军、高低杠冠
军、跳马冠军。

践行立德树人筑梦阳光未来
——玉溪市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纪实

曾淼 方元明

在四川省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南
新社区，左邻右舍提起马英来都交口称
赞。多年来，这名质朴的妇女孝老爱亲，
照顾生病的父母亲和年迈的外婆，日复
一日践行孝道，书写了动人的故事。

倾尽全力，照顾重病的父亲

从小到大，在马英心中，父亲都像
一座山一样，是整个家的依靠。“一直
以来，我的父亲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
的老师和支柱，所以，我完全不能想
象，有一天他这根顶梁柱会垮掉。”回
忆起父亲，马英热泪盈眶。

1998年，马英的父亲被查出直肠
癌晚期。当她从医生那里得知父亲可
能撑不过一年时，她觉得天都塌下来
了。那时，马英的女儿刚满4岁，肩上
的担子本就沉重。作为家中长女，她还
是决定毅然挑起照顾父亲的担子。她
让自己冷静下来，积极与医生沟通，尽
快为父亲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

父亲术后恢复的那段时间，马英
在医院、家、单位来回跑，和母亲轮换

着守在病床前，陪他聊天，扶他散步。
在她和家人的悉心照料下，“撑不过
一年”的预言被打破，亲友们称之为

“奇迹”。
可惜好景不长，在2004年的复查

中，马英父亲被查出癌细胞已全身转
移，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日复一日地
输液打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放疗
化疗，马英始终陪着父亲。高额的治疗
费用花光了马英所有的积蓄，在与丈
夫商议后，她将自己的住房抵押给银
行，贷款给父亲治病。尽管拼尽了全
力，奇迹却没有再次发生。

父亲的离世让马英极度悲伤痛
苦，但此时，她已然是家里的顶梁柱，
一直硬撑着料理好全部后事，她才让
自己痛哭一场。

“父亲临走前交给我一本笔记本，
是他在病床上写的品德格言。我想，这
是最宝贵的遗产。”马英感慨。

以爱相伴，温暖没有终点

2010年，马英的丈夫从部队转业

回来，家里也买了新房。他主动提议，
将马英的母亲和腿脚不便的外婆接到
身边共同生活，便于照顾她们。2010
年 9月，一家四代五口人高高兴兴地
搬入了新居，开始了其乐融融的幸福
生活。

“我外婆特别可爱。”提起外婆，马
英笑起来。入住新家时，马英的外婆已
经年逾九十，但头脑清楚、口齿清晰，
喜欢坐在摇椅上给大家讲红色故事。
聊得高兴，她还会手舞足蹈地哼唱《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红色歌曲。

老人喜欢热闹，马英就时常打电
话给亲戚朋友，约他们过来陪老人。一
到周末，马英家里是最热闹的，一大家
子欢歌笑语，一团和气。

外婆天性开朗，喜欢外出活动，但
行动不便。于是，马英买了轮椅，几乎
每天都要和丈夫一起推着老人外出散
步。外婆一直有游览祖国风光的愿望，
为了满足她，在她身体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马英和丈夫带着她自驾游玩了
不少地方。

马英翻阅着一张一张的照片，跟

记者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脸上露出
笑容。

后来，外婆也患了癌症，生活自理
能力逐渐下降。马英总会细心地给外
婆剪指甲、洗脚、擦洗身体，照顾得无
微不至。“当时，每天早上推开外婆的
房门喊她，然后她回应我，这时候，我
心里就又开心又踏实。”马英说。

2017年，年近百岁的老人在家人
的爱意包围中含笑离开。

言传身教，孝老爱亲代代传

马英的母亲今年76岁，患有高血
压和心脏病。马英无微不至地关心照
顾她，母亲喜欢旅游，马英就带着她四
处旅行，漠河、三亚、天山天池、长白山
天池……马英的母亲总是骄傲地向邻
居说：“因为有英儿，在我的几个姊妹
中，我去过的地方最多，吃过的美食也
最多。”

对公公婆婆，马英也像对待自己
的亲生父母一样关爱，时常去看望，帮
助添置生活用品。两位老人的生日，她

也牢记在心，每年陪着过。
“‘孝’这个字，不是靠我一个人就

能写成的。多亏了我丈夫一直以来的
支持，也多亏我有个乖巧懂事的女
儿。”马英笑着说。

父亲重病住院期间，马英忙于照
顾，没有多的精力陪伴女儿。正在上小
学的女儿早早学会了照顾自己。一天，
马英拖着疲惫身躯从医院赶回家，一
推开房门，便看到女儿认真地写着作
业，一旁的录音机里正播放着她自己
录好的单词。女儿看到她，先是笑起
来，然后说：“妈妈，外公那边怎么样
了？我可以自己做听写，放心吧！”

这件事，马英在心里记了很多年。
“我本来以为女儿会感到委屈，会有小
牢骚，但没想到，她从来没有责怪过
我，还总是主动要我多照顾老人。”马
英说。

如今，随着女儿结婚生子，马英一
家又成了四世同堂。小外孙受外婆影
响，早早便懂得孝老爱亲的道理。

“我将以身作则，将孝老爱亲的好
家风传承下去。”马英说。

马英：倾情尽力，书写孝老爱亲的温暖故事
本报记者 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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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媛）10月21日，四川省攀
枝花市召开2022年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
述，全力推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走深
走实。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文明委主
任江海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精神文明建

设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地
位、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承担的重要历史使
命，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两手硬”，大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明培育、文明创建，持续提升公民思想道
德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要紧抓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突出重点、打造典
型、示范带动，不断加强思想引领、增进

价值共识、繁荣文化事业，持续深化新时
代文明实践和文明创建，大力发扬三线
精神，促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共同富裕。
要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创建文明城市的
核心任务，全体动员、全域覆盖、全力推
进，切实将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推动
城市全面发展。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攀枝花市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管理办法和攀枝
花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办法。

本报讯（何俊涛）近日，广
西柳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印
发《柳州市推进城市更新工作
实施细则》（下称《细则》），细
化了城市更新工作程序、项目
实施、项目平衡机制、项目资
金筹措、支持政策等内容，进
一步推动柳州市城市更新工
作规范化，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和城市竞争力。

《细则》明确，城市规划
区范围内的城市棚户区、城
镇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等改
造，市政道路、水电气设施、
停车设施、教育医疗、养老托
育等建设，可以认定为城市
更新项目。

柳州鼓励城市更新采用
全面改造和微改造相结合的
方式，主要有保护修缮、优化
改造、拆旧建新等。城市更新
项目内容需符合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标准。

攀枝花市全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片仔癀杯”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经验交流好新闻征文启事

按照中央文明委的统一部
署，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
明单位创建工作正顺利开展。为
了及时宣传、报道和反映全国各
地在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社
区、文明校园、文明村镇等创建过
程中的最新动态、好的做法、成功
经验，以及在创建活动中涌现出
的感人故事、先进典型等，引导各
地互相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创建水平的目的，本报继续与福
建省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在B1版头条位置以新闻
报道为载体，联合举办“片仔癀
杯”一版头条“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经验交流征文竞赛”活动。大力宣
传和推广各地“文明创建”的典型
和经验。

一、“征文”时间为 2022 年
全年。

二、“征文”体裁不限，通过消
息、通讯、特写、言论、图片（组
照）等形式，全面反映全国各地以
及各行各业文明创建的人和事。

三、“征文”不受地区、行业、
部队、学校、机关等限制。要求文
章内容必须真实，力求生动，短小
精悍，1800字以内为宜。

四、来稿请注明 B1 版头条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征
文竞赛”字样，写明作者姓名、地
址、邮编、电话，发精神文明报社
电子邮箱 jswmb2016@163.com
或邮箱 yangchu1@126.com 杨
初收。电话：13980027877

五、“征文”结束后，本报将组
织新闻界资深人士评选好新闻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作品奖若干
名，除登报公布获奖作品外，并为
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欢迎全国各地广大读者踊跃
投稿。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神文明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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