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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育新风 志愿服务暖民心
——达州市宣汉县加快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掠影

张平 漆楚良 昌夫

注重以文化人实现铸魂育人
——巴中市常态化推进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纪实

王东明 陈晓莉 董娟

近年来，四川省巴中市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严格按照思想道德、领
导班子、教师队伍、校园文化、优美环
境、活动阵地“六个好”标准，扎实推进
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努力将学校建设
成为锻造理想信念的熔炉、弘扬主流
价值的高地、涵育中华文化的家园、滋
养文明风尚的沃土。

注重价值引领
潜移默化抓创建

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注重阵地、内容、方式创新，助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建强宣传阵地。全市各级各类学
校加强创建文明校园的宣传工作，各
学校充分发挥校报校刊、校园广播
站、校史陈列馆、图书室等载体的育
人功效，运用微信公众号、校园网等
新媒体大力宣传文明校园创建成果。
充分利用学校朝会、班会、教师的政
治学习等时间和黑板报、广播等载体
以及各种主题活动进行大力宣传，提
高广大师生对创建文明校园的参与
度，积极参与文明创建，促进创建活
动健康发展。

建强活动载体。深入开展独具特
色的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不断优化育
人环境，丰富校园文化内涵，打造特色
校风学风。依托本地丰富的红色资源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在校园和教室内外显
著位置设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
广告，让学生“抬头可见、驻足可读”。
深入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和“新时代好少年”学习
宣传活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向上向
善。开展文明班级、文明校舍等创建工
作，为文明校园创建奠定坚实基础。

建强师资队伍。坚持用“四有好老
师”标准、“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
和“四个服务”等要求引领教师成长发
展，加强师德养成。将师德考核纳入教
师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师德师风建设
专项督查，弘扬良好的师德师风、校风
和教风。严格执行教师违法犯罪信息
每年9月定期查询制度，用好师德失
范曝光平台，通过开展走访、网络投
票、公布举报电话等方式开展师德师
风监督评价工作。今年，巴中市青年教
师张琳入选“全国十大优秀特岗教师
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

注重立德树人
以文化人抓创建

坚持特色引领、文化浸润，全程全
域推进品牌创建，特色文化品牌建设
不断加强，全面提升师生文明素养和
校园文明程度。

打造“一校一品”。立足“一校一
品”建设，力争每所学校都具有独特的
校园文化体系。巴中师范附属实验小

学以“红星照我心，颗颗亮晶晶”办学
理念，打造“红色记忆、红色引领、红星
律动、红星灿烂”浓郁的红色文化育人
氛围；巴州区第三小学把“做真教育，
真做教育”思想贯彻办学育人之中，构
建以“真”为核心的校园文化，以真立
品，以文化人，不断丰富和发展“真教
育”，营造“真文化”，引领学生学真知、
练真能、做真人。

传承优秀文化。各学校都十分重
视校园文化建设，实施“传承红色基
因”系列教育工程，持续开展“我们的
节日”、经典诵读、戏曲、武术、书法等
进校园活动。恩阳区各中小学校坚持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经典诵读、非遗文化、艺术
特色传统项目等融入教育教学、日常
管理、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强化校园
文明建设和人才培养。

编撰校本课程。市关工委组织编
撰《巴人巴风》连环画，用连环画的独
特艺术形式，发掘、利用、传承好丰富
的巴文化资源，讲述巴中本土的历史
渊源、名人名事、名作名文，引导学生
了解巴中悠久历史、感悟巴中文化魅
力、传承巴中人文精神。通江县各中小
学组织学生参加农耕活动，加深学生
对农耕文化丰富内涵的了解，培养学
生以劳动为美，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该县留守儿童较多，家风家教比较匮
乏，全县各中小学校因地制宜开设家
风课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引导、

激励等多种方式，促进学生文明好习
惯的养成。

注重制度建设
对标对表抓创建

坚持从制度入手，抓好领导、协作
和考评等制度，夯实创建工作基础。

强化创建保障。出台《巴中市文明
校园创建管理办法》，要求全市中小学
校参与县（区）、市、省和全国文明校园

“四级联创”活动，设置思想道德建设、
领导班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文
化建设、优美环境建设、活动阵地建设
共六个创建的具体要求和标准。市文
明办、市教育局成立巴中市创建文明
校园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创建活动日
常工作。各区县文明办、教育行政部

门、各级各类学校成立相应的工作机
构，强化人员、经费等保障。

强化协作联动。协同有关部门完善
创建专项工作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管
合力。市区县文明办、教育行政部门，加
强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常态管理和规章
制度建设，对巴中市各级各类学校文明
校园创建活动进行调研指导。

强化督导考评。每年对巴中市各
区县、学校进行1至2次文明校园创建
工作检查考评。把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与各中小学校教育满意度测评、平安
校园建设和规范办学行为等挂钩，对
于存在学校教育满意度测评较低、领
导班子成员严重违纪违法或违规办学
行为严重的，实行“一票否决”，并纳入
区县综合考核年度目标管理，文明校
园创建质量和创建热情均显著提高。

近年来，在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
的街头巷尾、乡间田野，随处可见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积极
倡导“余时能帮、遇事就帮、预事即帮”
的理念，传播新思想，弘扬新风尚，引
领文明新风。

夯 实 阵 地 筑牢文明实践
“桥头堡”

宣汉县委宣传部机关党委书记覃
睿介绍，该县充分整合县图书馆、县宣
传文化中心等优质资源，选择居民聚
集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农村集市等
重点公共场所，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基地200余个。

今年以来，宣汉县委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出台了《宣汉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及时召开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现场推进会，通过整
合各方平台资源，形成阵地“版图”：县
一级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由县
委书记担任中心主任；乡镇（街道）一
级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由乡镇（街
道）党（工）委书记担任所长；行政村
（社区）一级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由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任站长。

目前，宣汉县挂牌运行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共463个。其
中，建设完成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和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3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423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实现县、乡镇、村全覆盖。

建强队伍 打造文明实践“主
力军”

在宣汉县，“小红帽”“蓝马甲”“黄
背心”活跃在街头巷尾、交通路口、景区
景点，通过助学济困、指挥交通等志愿
活动，形成一道道“彩色”的文明风景。

在宣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主体力量正是这一道道“彩
色”的文明风景。宣汉县着力构建“1+
10+N”的志愿服务体系，成立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
1个，组建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
助学支教、医疗、健身、科普、法律服
务、环保、文明创建、扶危帮困常备志
愿服务队10支，建立多个具有地域特
色和文化特色的志愿服务队，深入基
层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
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通过志愿服务、基层宣讲等方
式，既能宣讲理论政策，还能把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送到基层，
通过他们向上向善的力量，带动乡风
文明建设。”宣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向
川介绍。

宣汉县还出台《宣汉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机制建设实施方案》，
积极推进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机制
化建设。目前，宣汉县共组建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队伍1600余
支，注册志愿者人数超20万人。

为 民 服 务 奏响文明实践
“主旋律”

“张奶奶，我把药送到你家了。”在
宣汉县大成镇长新村，大成镇卫生院

“两病”服务团队成员张红珍为老人张
某送去了降压药。自“两病”门诊用药保
障政策出台后，为方便农村人口就近享
受医保福利，县医保局第一时间将“两
病”认定和管理审核权限下放至大成镇
卫生院，建立由临床医生、公卫人员、家
庭医生、乡村干部联合组成的“两病”管
理服务团队，帮助患者看病、送药等，让
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惠民政策。

今年以来，宣汉县积极倡导“余
时能帮、遇事就帮、预事即帮”理念，
组织全县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面
向群众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统筹推进

“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
政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
风易俗”五项任务，实现志愿服务活
动常态化、规范化，让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有规律、有节奏。

宣汉县探索设立文明实践集中活
动日，先后开展“走基层·送温暖”“佳
节尚文明·志愿关爱行”等集中性志愿
服务活动；结合各地实际，开展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文艺轻骑“村村行”、流动
文物展、青年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科技
大篷车“五进”活动，以及文艺作品进
校园等特色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宣汉
县开展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8000余场次，参与志愿者近10
万人，服务群众30余万人次。

下一步，宣汉县将积极动员党员
干部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广泛开展各种特色志愿服务，打通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助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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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黄陵矿业二号煤矿：
全力以赴做好煤炭保供工作

本报讯（杨新亚）近日，随着冬季
寒潮来临，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
司二号煤矿坚决落实主体责任，多举
措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煤质提升、保供
稳价，全力做好能源保供工作。

该矿统筹安全和发展，强化主体
责任，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和重
要时段，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活
动，对生产现场存在的问题隐患倒查
管理漏洞，对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建
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逐
条销号整改。同时，在做好矿井安全
生产的基础上，该矿科学组织生产，
持续优化“生产、设备、灾害治理”三
大接续，加大设备检修力度，加强生
产调度组织管理，最大限度提高原煤
生产效率。

除此之外，该矿强化现场管理、
加大考核力度、从源头抓起，采取逐
级严控措施，确保煤质达标，加强同
黄陵矿业公司运销、铁路方面的组
织协调，及时做好煤炭供给应急保
障预案，全力保障煤炭生产满足市
场需求。

11月 7日上午，走进江苏省徐
州市睢宁县邱集镇仝海村村民王
中武的肉牛养殖场，只见 40 多头
西门塔尔肉牛膘肥体壮，饲养场地
面干净整洁，场内见不到苍蝇，场
外看不到牛粪，牛场负责人王中武
说：“牛粪一大早就送到沼气站了，
现在养殖场环境好了，牛更健康，
长得也快。”

据王中武介绍，前些年牛粪缺
乏处理，气味大，牛也经常生病。一
年前，村里建起了沼气站，牛粪都送
到沼气站发电了，牛粪处理难题终
于得到解决。

仝海村沼气站于去年7月投入
使用，建有500立方米发酵罐、300
立方米储气罐，装置了沼气发电机
组，每天可处理畜禽粪污100立方
米，按照一年运行10个月计算，年可
发电量约18万千瓦时，发出的电能
并入国家电网销售。沼液和沼渣被
镇农业公司和种植大户拉走，作为
配制水稻育秧基质和生产无公害瓜
果蔬菜的肥料。仝海村沼气站不但
解决了本村养殖场和附近村养殖户
的畜禽粪污处理难题，还产生了很
好的经济效益。像仝海村这样的沼
气站，新闸村也有一座，新闸村沼气
站建有800立方米发酵罐、500立方
米储气罐，每天可处理畜禽粪污150
立方米，年可发电29万千瓦时。仝海
村、新闸村两个沼气站拓展了养殖
产业链，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到90%以上。

近年来，邱集镇把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和美丽
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畜禽养
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变绿了，空气
变清新了，环境变美了，村庄颜值变

“靓”了，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更
浓了。

“开办老年食堂
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咱
们小区的老年人吃
饱、吃好，给他们的
生活提供方便。那餐
品标准得提升，价格
方面也得合理，最重
要的是要保证干净卫
生。”日前，在安徽省
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
镇劳动村，广场“议
事 长 廊 ”里 坐 满 了
人，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就即将投入使用
的村老年食堂畅所欲
言。村党总支书记武
骏在一旁认真倾听，
其他村干部在旁边分
头记录自己分工方面
的建议。

“一些无法外出、
需要照顾的老人怎么
办？”“推出送餐上门
的服务，咱们小区这
样的老人不多，每天
餐前提前打电话问一
下，再统一安排，如果
送餐缺人手，咱们志
愿者也可以上。”村里
的一位志愿者回答着
另一位村民的问题。

“村里的事情村
民议，调动了大家参
与基层治理的积极
性。”武骏说，该村以党建为引领，积
极探索百姓点事、“两委”提事、村民
议事、与会决事、多元办事和公众评
事的协商“六事”工作法，通过协商把
真正有公信力、有威望、有影响的村
民代表、老干部和网格员等选出来，
代表群众“发声”。

“前几天我在议事会上提出小区
的环境卫生问题，没想到第二天物业
就把楼道的陈年垃圾清理了。楼道附
近也新换了垃圾桶，现在看着舒心、用
着省心。”参与议事的村民代表陈长生
说。“议事长廊”聚焦村集体经济发展
和村民矛盾纠纷化解两条主线，依托
现有的村监会、党员议事会等，灵活运
用表决协商、恳谈协商和书面协商三
种形式，让广大干群齐聚一堂，共商大
小事、学习新政策。

历经了数次议事协商，在村民的
建议和共同努力下，劳动村老年食堂
目前已全面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新建
的老年食堂干净整洁、设施完备，按计
划投入使用后，劳动村还将继续发挥

“议事长廊”的民主协商作用，在群众
中广泛征集意见，力求将群众的“心上
事”办得更好。

截至目前，劳动村共组织召开“长
廊议事”8次，参与干群近200人次，协
调解决问题22个。“小长廊”成了为民
办事的“大平台”，村民议事有了“泥土
香”，也有了“家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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