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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徐艳梅）推进城乡绿化，增加
绿化总量是“揭榜挂帅”重大任务之一。笔
者11月15日从四川省内江市全域绿化攻
坚队了解到，内江积极拓展“公园版图”，
截至9月底，全市新增绿化面积1.5万亩、
新增城区绿地面积35万平方米。

内江不断加强城市公园绿地建设，今
年以来，完成大自然湿地公园、大千路至五
星路一期绿化带、威远湿地公园等项目建
设。同时，加快建设通道绿化走廊，加强河
道治理，大力推进乡村见缝插绿、补植补

造、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截至9月底，完成通
道绿化 149.34 公里，完成江河渠系绿化
12.73公里，营造林面积4928亩，持续改善
岸线生态景观，提升通道绿化美化水平。

为给全域绿化工作提供坚实的科学依
据，内江开展各项基础调查，完成全市林木
种质资源普查、森林草原湿地荒漠调查监
测、岩溶地区第四次石漠化调查和造林绿
化空间适宜性评估，科学掌握生态本底。

值得一提的是，攻坚团队结合本地资
源优势，大力培育自然教育基地。9月，内

江川南大草原自然教育基地获评“省级自
然教育基地”，以更好发挥其生态教育作
用。在衔接林业产业发展方面，隆昌市油
茶现代林业园区被评为省级现代林业园
区，为全市首个省级现代林业园区。

此外，内江还出台《关于实施城市森林
花园建筑试点项目的通知（试行）》，探索
建设“城市森林花园”建筑模式，开拓垂直
绿化、立体绿化增绿新途径，提升绿化面
积、绿视率和人居环境质量，逐步实现“推
窗见绿，出门有景”的生态空间格局。

内江今年已新增城区绿地面积35万平方米

在青山绿水间积聚着美丽与富
饶，在智慧与激情中见证着历史与文
明变迁。2021年1月，云南省文山市吹
响了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的时代
号角，数万文山儿女奋勇当先，夜以继
日，努力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
力量。

◆ 设施改造提升城市品质

文山市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与
“城市革命”、城市更新改造协同推进，
相继实施文山城区盘龙河流域综合治
理、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路面改造、公
园广场改造等市政项目。

目前，已完成 18 条市政道路改
造，同时加快5条沥青路面、26条“白
改黑”路面改造前期工作，不断提升城
区街面道路的通行质量。完成华龙湖
公园、七花广场、琵琶岛公园、东山公
园提升改造，以及凤凰路、腾龙路绿
化、“八景园”“阅读园”等街头景观改
造，累计提升绿地面积9万余平方米。
建设“双拥一条街”及紫荆里夜市经济
特色街区，计划投资6500万元用于提
升西华公园及30个带状公园的建设。

完成37个老旧小区改造，今年计划对
30个小区实施改造，不断提升群众居
住环境质量。完成9个农贸市场提升
改造，解决了农贸市场“脏、乱、差”的
顽疾。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让创建成果惠及市民，提高参与创建
的积极性。

今年6月以来，文山市全力推进
东、西、南、北4个入城口及其延长线
绿化美化改造提升工程，将三七文化、
红色文化、铝元素等特色内容融入改
造工作中，绿化美化闲置空地2.9万平
方米，拆除围挡6.5万平方米，完成约2
万株断头树、老头树换植工作。目前，
已完成S206线、樱百线、百联线、东延
线等路段的改造提升，文山东、文山西
高速路口及西延线正加快完成改造
施工。

◆ 文明因子融入城市血脉

公益广告是一座城市的名片。文
山市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制作迎
接党的二十大、文山之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绿色环保、讲文明树新风、
关爱未成年人、低碳出行、反对铺张浪

费等公益广告。截至目前，已更换凤凰
路、开化北路等路段1800根灯杆广告
牌；在文山城区重要交通路口设置公
益宣传牌200面，安装公交车站台大
箱体 660 面、小箱体 400 面、果皮箱
300面，交通隔离栏公益广告2000面；
利用建筑围挡安装公益广告2000余
平方米，一幅幅主题鲜明的公益广告
随处可见，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文山市在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过程中，积极探索创建宣传模式，丰富
创建内容，与“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
紧密结合，组织广大志愿者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活动，结合本地传统文化，以
艺术墙绘为载体，用美化促进文明、用
艺术培育文明、用氛围熏陶文明、用行
动促进文明，打造了里布嘎村、高登
村、沙老寨村等一批群众家门口的“网
红打卡地”。既解决了墙面破损、乱涂
乱画、小广告等难题，还让旧墙换新
颜，提高群众对创建工作的知晓率，营
造了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

◆ 文明实践倡树社会正气

人民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

践就延伸到哪里。文山市把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作为助推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载体来抓，深
化文明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开展理
论宣讲、文明交通劝导、关爱“空巢老
人”、疫情防控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
用实际行动传递文明新风，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中。

创建为了群众，更要依靠群众。文
山市制定全国文明城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宣传活动日历，结合传统节日和重
大纪念日活动，开展了“春节”“元宵
节”“学雷锋纪念日”“清明节”“全民健
身日”“中秋节”等各类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提高了群众道德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培育文明向上的道德风尚。
2021年以来，文山市开展群众性精神
文明建设活动2000余场次。

为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文山市充分利用城市公共空间，
在七花广场、休闲广场、华龙湖广场
等人流密集的公园广场，选取中心舞
台、长廊、主题公园等打造宣讲小舞
台12个，以读书会、故事会、朗诵会、
文化活动等群众喜爱的形式开展广

场“微”宣讲，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深受群众欢迎。截至目前，共
开展各类宣讲 8400余场次，受众 42
万余人次。

2021年以来，文山市创建“党史
天天学·七点钟课堂”志愿服务品牌，
每天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不
同形式的宣讲活动。围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关爱未成年人”“诚信建设”等主
题，将32辆公交车打造成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巴士”，联动社会各界人士
参与宣讲，学生、律师、社区书记等变
身“百姓宣讲人”，文明巴士变成流动
宣传车和宣讲台，覆盖群众2万余人
次。车内设置“文明巴士志愿服务
站”，免费为市民提供雨伞、常用应急
药品等，让市民在乘坐过程中感受城
市温度。

如今，漫步文山街头，城市环境干
净整洁、道路交通井然有序、沿街商铺
规范经营……看得到的精神文明建设
成果呈现在眼前，说不完的文明故事
流传在身边，一幅以“文明”为底色的
城市和谐发展画卷在文山大地徐徐
展开。

让城市焕发新生机
——云南省文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综述

文文明 曾淼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近年来，四
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市决策部署，坚持把“让脱贫群众
生活更上一层楼”作为谋事基点，全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
振兴。如今，“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
通江人接续奋斗，乡村振兴的美丽画
卷亦在这里绚丽展开。

产业富民
乡村振兴“有底气”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根本。近年
来，通江县把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连年丰收、农村
改革稳步向纵深推进。

收入的增加，还带动年轻人回乡
创业。种植有机水稻脱贫的赵云泽，与
在外务工的儿子沟通后，儿子回到家
乡注册了家庭农场，在有机农业示范
园区里搞管理，养殖了 1000 只生态
鸭，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通江将产业和“三农”工作、乡村
振兴结合起来，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让群众吃上“产业饭”，走上小康路。

围绕优质粮油、通江银耳、青峪

猪、巴山牛、富硒兔、罗村茶等特色优
质产业，出台《加快推进实施种养业

“2+2”优势大品种计划的意见》《特色
产业发展奖补实施方案》《促进农民增
收九条措施》等文件。

近年来，随着省委、省政府“10+3”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市委、市政府“4+
X”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决策部署在通江
县落地落实，逐渐形成了以北部干果、
南部养殖、大通江河茶叶、小通江河食
用菌、中部青花椒和中药材为重点的
全域阶梯级产业发展新格局。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通江县利用
“三社融合”试点和村集体经济资产监
管服务平台建设契机，鼓励支持村集
体经济联合社围绕银耳、富硒兔、巴山
牛等特色产业，以领办、入股、资源合
作等模式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环境整治
生态乡村“聚人气”

推进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是
一场必须要打的硬仗。近年来，通江县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着力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让农村成为幸
福美好家园。

走进通江县诺江镇赵村学堂湾刘
家院子，纵横交错的水泥路干净整洁，

舒适雅致的巴山新居别具一格，焕然
一新的村居环境令人心情舒畅。

在村民刘学荣家门口的墙壁上，
“美丽家庭户”标牌十分引人注目。刘
学荣介绍，村里制定了美丽家庭创建
标准，满分100分，得分高的家庭就可
以被评为美丽家庭户。为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赵村定期开展党员卫生环境
示范区创建、家庭环境卫生评比等活
动，实行群众评分管理，推动户户参与
创建、家家争创文明。

与此同时，在通江县民胜镇长兴
村水山包聚居点，硬化路面干净整洁，
房前屋后绿树环绕，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配套完善。

“搬进新房两三年了，这两年陆续
买了洗衣机、冰箱、电视，新房内还有
干净的卫生间，我们感觉非常方便。”
村民蔡江说，以前一家人住在土坯房
里几十年，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
居住环境别提多差了。

转变发生在2016年，村上正式启
动土地增减挂钩项目，针对该村住宅
破旧且占地面积较大的现状，合理借
助土地增减挂钩奖补政策，对拆旧的
房屋及附属设施确定补助标准，保障
和改善了村民居住条件。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畅通县域出行
的“微循环”也正在形成。通过坚持“交通

线就是经济线、风景线”的理念，通江着
力构建大通道、畅通内循环，压茬推进道
路建设与绿化彩化，致力打造特色致富
路、美丽乡村路。累计整合涉农资金，多
元化投入，不断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全县累计完成126.5公里县乡
道路改造、2063.3公里脱贫攻坚及对标
补短道路建设、302公里村道拓宽。

乡风文明
提振乡村“精气神”

美丽乡村不仅要让广大农村群众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同时也要让
农村群众养成好习惯，提升整体素质，
形成好风气。

走进广纳镇渠江村，人们或健身、
或嬉戏、或跳舞；在文化大院内，村民
们在农家书屋里学习致富技术，小孩
在老师指导下写字作画、弹琴唱歌，老
人在棋牌室内捉对“厮杀”……环境优
美、邻里互助、生活多姿多彩，一股文
明之风令人倍感欣慰。

近年来，广纳镇渠江村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为载体，打破以往村委会

“拍板”的工作局面，不断形成文明实践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该村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建设让人眼前一亮：遍布乡村
的理论宣讲、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精

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一颗颗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正
以各种方式融入百姓生活中。

环境变美了，乡村的精神文明与
文化建设也不能落下。

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通江紧
盯农村环境治理，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农村“颜值”“气质”比翼双飞，文明观
念深入人心，文明之花越开越鲜艳。

一批文化院坝、综合文化站等在乡
村陆续涌现。随着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
日益完善，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的
逐步开展，越来越多的“庄稼汉”变身

“文化人”。各级文化、体育部门大力扶
持民间剧团、农村业余演出队的发展，
已成为丰富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

此外，通江还扎实开展新时代乡
风文明建设“十大行动”、大操大办专
项整治行动，通过深入实施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科技知识“四项
宣讲”和赛知识、赛才艺、赛品行、赛技
能“四赛活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广大农村群众生产生活
和精神世界，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

脚踏实地才能久久为功。站在新起
点上，通江将接续奋斗，让新希望播种在
广袤田间，让新动能孕育在美丽村落，大
步迈向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未来。

大地织锦绣 沃野好风景
——巴中市通江县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综述

曾洲 唐燕

拓展城市空间，
种下的是绿色希望，
更是民生幸福。近年
来，安徽省黄山市积
极探索和实践城市
更新“微改造、精提
升”，坚持把“小、
精、特”“口袋公园”
建设作为城市绿化
提档升级的“突破
口”和“助推器”，相
继打造城东花园、东
湖花园等14个市民
触手可及的“口袋公
园”。一个个可游、
可赏、可玩的“口袋
公园”，兜起了百姓
满满的幸福感。

黄山市针对老
城区市政基础设施、
便民设施不够完善，
绿化水平不高、绿化
率不够等问题，在老
城区“见缝造园”。
屯溪区佩琅东路、休
宁县蓝田路街角、祁
门县平政南桥头等

“口袋公园”建设，
盘活了辖区内闲置
场地，拓展了居民的
公共活动空间。

除此之外，黄山
市注重听取居民意
见，不断修改设计，
下足“绣花”功夫。
屯溪区云海路人才
广场“口袋公园”位
于广宇桥南桥头，面
积 8000 平方米，周
边有江南新城、玉屏
府等大型居住小区，
建设时考虑周边居民的多样化需
求，增设篮球场、停车场、太阳能智
能座凳等配套设施，在桥下透水混
凝土地面绘制“跳格子”等游戏图案
供儿童玩耍。改造后的黟县原旅委
文体广场、休宁县东湖公园、黄山区
杜鹃小区入口广场，虽然袖珍，却

“五脏俱全”，凭借着完备的基础设
施、干净整洁的环境，已成为周边居
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同时，每个“口袋公园”都经过
精心设计，通过丰富的色彩融入、精
致的园林小品增设，让街角充满青
春、时尚之感。屯溪区主干道北海路
沿线节点布设的“口袋公园”让人眼
前一亮，这里安装了展示“黄山五
绝”风光的灯箱、花塔、花球、太阳
能花箱等，在有限的空间里呈现出

“一步一景、步步入画”的特殊一
角。徽州区永佳大道，利用两侧山体
和不同颜色的花卉，打造了一幅绝
美的画卷。滨江东路与社屋前路交
叉口的江畔“生境花园”，占地面积
1000平方米，整个场地基本保留原
有的地形地貌，按照海绵城市雨水
花园造景手法，打造出一条生态旱
溪，并延展出通往新安江边、滨江东
路及水车广场三条园路。节点处搭
配花瓣喷雾小品、悬挂式鸟箱、流水
石钵等，既为自然生物提供生存环
境，又满足市民观赏、休闲和户外活
动需求。

下一步，黄山市将继续挖掘城
市的闲置地、边角地、零星空地、小
型纯绿地等建设“口袋公园”，实现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真正做到推窗见绿、出门见园、转角
见“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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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各中小
学相继举办田径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除
传统田径比赛项目外，各校还增加背篓绣
球、高杆绣球、8 字跳绳等民族体育项目，为
全县各民族师生增进团结搭建竞技交流平
台。图为11 月16 日，在扶绥县新宁镇第二小
学体育运动会上，参赛学生在进行背篓绣球
比赛。 卢文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