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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风润诗城奉献之中践使命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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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德令哈市积极探索文明实践新
路径，紧紧围绕群众需求，以理论宣讲、
文化服务、志愿帮扶、典型培树为抓手，
通过聚合资源、搭建平台、优化服务打
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坚持常态化推
进、精细化管理、亲民化服务，让文明实
践“沁”入市民生活，美德润城“养”出城
市文明风韵。

注重结合实际、扩大影响，
高效推进文明实践阵地建设

建好文明实践阵地，才能让文明实
践活动生根发芽。

德令哈市充分发挥特色文化资源优
势，着眼阵地共建、活动共联、队伍共育，
按照有场所、有队伍、有活动、有项目、有
机制的“五有”标准，依托乡镇、街道，村
（社区）党员活动中心、农（牧）家书屋、村
史馆等现有阵地资源，全力完善理论宣
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等各类平台。构
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7+60+N”模
式，丰富文明实践宣传、教育、服务群众
功能。目前，全市有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60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覆盖率达到100%），5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3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广场。打造市级理论政策宣讲、文化建
设、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法律维权、科普
助农、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关爱行动、文
明交通、应急救援等11支专业志愿服务
队，吸纳辖区党员、群众、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等各类志愿者6500余人，开展志愿
服务350余次。

注重加强管理、提质升级，
夯实基层基础深化文明创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六进”和
深化“五大创建”为着力点，把深化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作为提升社会文
明程度的有力抓手，坚持因地制宜、分
类指导，突出文明和谐、宜居宜业抓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创建，突出培育职业
精神、树立行业新风，狠抓文明单位创
建，聚焦涵育家庭美德、弘扬优良家风
抓文明家庭创建，聚焦立德树人、培育
时代新人抓文明校园创建。

始终坚持“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

片”的思路，把培树道德典型作为引领
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以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最美家庭、“五星级文明户”评
选为载体，组织开展德令哈市道德模
范、五星文明户、新时代好少年等先进
典型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截至目
前，累计创评“五星级文明户”16976
户，创建率达62%。近年来，评选表彰各
类道德典型，10人荣获“首届德令哈市
道德模范”称号。

不断创新实践形式，突出“讲、评、
帮、乐、庆”五种途径，大力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深化
拓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在全市开
展“文艺+理论”宣讲系列活动，通过说、
讲、唱、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精心
编排，用身边的新变化表现群众的幸福
生活，以真实发生的小故事讲述家国大
道理。

注重宣传贯彻、凝聚共识，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人心

为了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
百姓家”，德令哈市充分发挥“巴音河

畔”理论宣讲队优势，宣讲员们用群众
听得懂、容易领会的方式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向党员群众讲清楚、讲透彻。

通过“理论+文艺”的宣讲形式，立
足地方和民族特色，将党的二十大精神
融于文艺作品中，让群众既能看到快
板、地方小调、三句半、民间曲艺等喜闻
乐见的文艺节目，又能在轻松愉悦的氛
围中受到理论教育，通过文艺节目把

“大道理”转化为“大白话”。
发挥“德令哈发布”微信公众号、视

频号，“金色德令哈”“文明德令哈”抖
音号等新媒体阵地作用，开设“学习二
十大 金句我来读”“二十大时光”“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快问快
答”“二十大金句微宣讲”等专栏，录制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三语”（普通话、
青海方言、蒙古语）音频节目，通过城
市应急广播和农牧区“大喇叭”循环播
放，确保党的二十大声音传遍街头巷
角，传进农牧区“寻常百姓家”，持续推
送党的二十大精神解读阐释文章和各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学习宣传贯彻
二十大精神情况，让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德令哈落地生根。

注重探索创新、激发活力，
全力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圈

倾力打造融宣传展示、互动互
通、管理调度于一体的“文明德令哈”
线上平台，在平台开设“资讯动态”专
栏及时刊载最新文明创建动态，全市
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在平台注册“志
愿者”或“志愿服务队”。同时，利用平

台打造“群众点单”“中心派单”“组织
接单”“群众评单”四单模式新格局，
高效完成供需服务的掌上运行、指尖
传递、无缝对接，让广大群众全面参
与到文明实践活动中来。此外，在融
媒体中心“大美德令哈”APP 开设文
明实践专栏，让基层的好声音好故事

“上得来”，让党的声音“下得去”，实
现融媒体中心与文明实践活动线上
线下同频共振。

本报讯（杨初 李佳智 陈慧萍）近
日，由国家卫健委、国家民委、国台办、国
家中管局等国家、省、市主管单位联合指
导，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中国药师协会和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以“守

正创新，传承发展民族医药文化，推进民
族医药产业振兴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三
届中医药发展论坛暨民族医药产业振兴
发展大会”在福建厦门举行。

片仔癀药业董事长林纬奇应邀出

席并作为主论坛首位专家作主旨发言。
林纬奇表示，近年来，片仔癀药业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
药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不断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祖国中医药事业添光增彩。林
纬奇结合实践经验，围绕“坚守初心，传
承中医药卓越品质”“坚持科技引领，彰
显中医药优势”“坚定文化自信，中医药
走向国际”等发表观点，得到与会代表
的广泛认同，为推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智慧。

会议期间，片仔癀药业举办“科技
创新 引领中药产业发展论坛”卫星会，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创会会长郁德水先
生、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副会长颜晓文先
生出席卫星会并作致辞。中国中医科学
院杨洪军研究员、陈士林研究员，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林丽珠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吕爱平教授等中医药领
域专家学者受邀在卫星会作主旨报告，
分享片仔癀药业在中医药领域的最新
学术研究进展，另有超过1300名观众
通过线上方式参加了这场高水平的卫
星会，共同探讨科技引领，推动中医药
高质量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传承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近年
来，片仔癀药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用
实践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片仔
癀药业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加大研发
投入，加速推动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
种片仔癀及安宫牛黄丸等优势中成药
品种的现代化研究，获科技部“全国科
技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片仔癀药业加速推进创
新体系建设，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检测中心通过CNAS认证，被认定为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积极谋划并
布局中药创新药、经典名方、化药创新
药等新药研发管线，多个中药 1类新
药、化药1类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新药开发成效显著。

扬帆再起航，阔步新征程。下一步，
片仔癀药业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
领，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担负起新时代
赋予老字号中医药企业的责任与使命，
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漳州片仔癀药业亮相第十三届中医药发展论坛

苏建丽是全国文明村陕西省西安
市阎良区新华路街道农兴村小郭组的
组长，一场大风，把村里已经嫁接好的
桂花枝条吹断了两枝，摸了摸残枝，苏
建丽很心疼，毕竟这些都是作为组长的
他带领着几个村民志愿者一起嫁接的。

村里路边成排的女贞树每年都会
掉落很多黑色的果实，据说果浆对车漆
还有腐蚀性，所以村民们都不愿把自家
的小汽车停在树下。作为小郭组的组
长，一直想把村里建设得更美一些。说
干就干，苏建丽带着几个村民给五棵女
贞做了嫁接实验，“我大哥有果园，技术
耳濡目染都学会了。”把桂花枝条插入
女贞老桩的皮下，薄膜包裹，枝条依靠
细胞分裂的黏液生长，两个月后，成活
的芽子长到两公分，薄膜就能撕掉了。

因为五棵女贞树成功的嫁接实验，
第二年苏建丽就给村里的68棵女贞树
也做了“换头手术”。如今四年过去了，
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嫁接在女贞树上的
桂花秋季就能绽放了，苏建丽不止一次
想象过，到时候满村子桂花飘香，大伙
儿一定也是津津乐道。

因为前一天的雨水，10月13日，阎良
的天空显得格外湛蓝。团团白云的点缀
下，农兴村整齐的二层红瓦白墙的小洋楼
掩映在绿树间，颇具油画的写意风格。

村里的小洋楼是18年前城中村改
造的时候建设的，那时候农兴村就是个
美丽的村子。为了让村子更好，苏建丽
任职组长后第一个愿望就是修路，在原
基础上改造、翻修，让人居环境更宜人。

组里的路原来有点窄，且没有路
肩，两旁的植被繁茂到有点失控，沿路
盛开的黄花虽然好看，但也影响村民通
行。“没有路肩的路是不完整的路”苏建
丽的修路计划得到了村民的鼎力支持。

苏建丽说，修路的钱除了村里集体
经济的收益，大多数都是村民们自己集
资的，在村民们的观念里，世世代代都
在这里，他们能做的就是用双手把村容
村貌改造得更好。

四条街道，每条两百米长，九米宽，
主路已经修完，铺设的是彩砖，中间放
置休闲连椅，并安置监控。苏建丽说：

“路肩大概就像路的一身好衣服，你看
这条路美观多啦。”

张文（化名）是小郭组的村民，丈夫
去世后，面对公婆患病在床，两个孩子
还在上学的困境，她都硬扛着，从来不
会掉眼泪。唯独村主任把厚厚的一沓村
民的捐款送来的时候，这个坚强的女人
掉下了眼泪。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彼此很了解，
有什么事都是互相帮助。”农兴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刘艳娥说，农兴村的
7个组 3年前还成立了一支志愿服务
队，成员里最小的18岁，最大的70岁，
其中60余人都是本村的村民。

疫情防控，关爱帮扶，卫生整治……
7个组就是7个志愿服务的分队。富裕
起来的村民们一直也想为村里做点事，
只是苦于没有一个组织，也没人带领，
于是村上和大伙儿一合计，就成立了这
支志愿服务队。

“村子就是一个大家庭。”刘艳娥
说，很多点滴的事情，都会让村民觉得
温暖。

占地139亩的飞行员培训项目，今
年的征拆就涉及北朱、牌楼两个组的
216户村民。在街道办通知后，村民们也
很配合，“支持航空事业，农兴20多年来
一直都是这样的。”刘艳娥想起以前的机
场建设，父辈们就是大力支持毫无怨言。

年纪大的祖辈们一直在农兴村生
活，这种伴着飞机的“乡愁”，让他们对
村子的感情很深。“对生活虽然有影响，
但大家都明白，航空强，国家才会强，小
家才能强。”刘艳娥看了下窗外，有时候
村民们越是理解，越让她感慨良多。

近些年来，年轻人大多去外面创
业，对于剩余的50余岁劳动力，村里还
专门成立了物业公司。刘艳娥说等时机
成熟了，除了自己村里的安置楼，他们
也会承接外面的业务。

小洋楼、水电暖、天然气全部到位，
现在的农兴村和城里的生活相比，有过
之而无不及，刘艳娥说，“农兴村的生活
会越来越幸福。”

西安市阎良区农兴村的“幸福路”
宁晨岑 冯长涛

农兴村孩子幸福的笑脸农兴村孩子幸福的笑脸

农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农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