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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双碳”背景下，我国各地政府部门、社会组
织和各行业有识企业勇做“碳路先锋”，节能降碳走实绿色发展道路，
积极倡树环保新风，推动广大群众积极践行低碳生活，让生态底色更
加鲜明，绿色动能愈发澎湃。 （A4版）

“碳路先锋”逐绿前行

今年以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
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聚焦建好一个中心、深化建强
三个阵地，着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大力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全力促进
干部群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精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融入日常。 （B1版）

精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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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中播撒大爱
——记全国五好家庭汪昌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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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全国妇联表

彰 997 户全国五好家庭。其

中，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汪

昌祥家庭获得“全国五好家

庭”荣誉称号。这一份沉甸

甸荣誉的背后，是汪昌祥一

家的幸福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汪昌祥

和爱人朱永莲孝敬老人、关

爱子女、热心助人，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全国五好家庭的

真谛。

“家庭和睦是人生最大

的财富。”汪昌祥说。

记录村庄发展变迁的村史馆成
为村民记住乡愁的精神家园；农家院
落掩映在绿树之中，房前屋后干净整
洁，道路两边摇曳的各色花木，令人
心生愉悦……行走在广袤的巴蜀大
地，村容整、民风淳、文化兴，一幅幅
文明新风落地生根的画面映入眼帘，
装点着绿水青山，滋润了百姓心田。

近年来，四川省持续推进新时代
乡风文明建设十大行动,不断提升农
村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乡风文明焕发新气象。

文化惠民涵育乡村文化根脉

“看，这个是流传下来的农具风
车，过去我们将粮食从顶上的漏斗倒
下，利用人力转动风板产生风，实现
麦粒与麦壳分开。”近日，在绵阳市安
州区花荄镇联丰村村史馆里，村里的
老干部彭双泉正向几位年轻游客讲
述过去的故事。

旧时耕作的各类农具、具有时代
特色的搪瓷脸盆、“三转一响”，村庄
历史发展大事记、村内新农人、创业
明星展示……走进占地约1700平方
米的村史馆，一个个老物件见证了人
们的乡愁记忆。

“村史馆承载着一个村的历史与
文化，是村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
地，也是村民心底最深沉的力量和精
神源泉。村民在欣赏这里的农耕文化
时，不仅可以了解乡村的变迁，还可以
激发热爱新农村的豪情，更加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安州区文明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建设好村史馆，保护和传承
好独具特色的传统村落文化记忆，具
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为实
现乡村振兴注入生机和活力。

村史馆的打造只是四川省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四川省持续加强对乡村文化的保护
传承，启动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
程、加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利用，把村史村志编撰作为坚定文化
自信、树立文明乡风的细胞工程、基
础工程来推进，激发村民爱党爱国爱
乡爱家热情，让村民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此外，四川省还积
极培育乡土文化活动，使农民群众在
参与中自我教育、自我提高，不断提
升农村社会整体文明程度。

在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绵竹木版
年画”的发源地德阳市孝德镇年画村，
每逢正月初九，是当地特有的孝亲节。
按照村里的传统，子女们在这一天都
要给父母买上一双“孝亲鞋”，并亲手
为老人穿上，寓意着家中的老人可以
平平安安舒心满意地走过一年又一
年。这双新鞋传达的不仅是儿女们的
孝心，更是在极具仪式感的风俗中，把
传统德孝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不仅
如此，年画村还深入挖掘年画文化、年
俗文化、农耕文化的深厚底蕴，定期举
办年画夜校、年画微党校、年画讲堂等
文化活动，组织村民学习各类文化知
识，不断提升村风、民风。

位于川南的宜宾市兴文县大坝
苗族乡，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起源于清代康乾时期的大坝高装，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当地人
引以为傲的民俗文化。每年农历二月
初一，当地都会举行游街表演。为了
传承弘扬高装文化，大坝苗族乡成立
了高装促进会、大坝高装传习所，并
开办了川剧培训班。同时在当地中小
学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从中发掘

培养热爱高装表演的人才，让高装表
演随时能演出。如今，不仅当地的孩
子爱上了这项文化遗产，丰富的文化
活动，还让当地群众的精神生活更加
丰富，营造了除陋习、树新风的良好
氛围。

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

“我宣布，此次幸福古村庭院整
洁度评比大赛，第一名赵登亮！”近
日，在眉山市丹棱县顺龙乡幸福古
村，幸福原乡旅游专业合作社社员大
会暨“好撇事”评比大会举行，此次评
比大会评选出了 3名“红榜”和 3名

“黑榜”，分别代表最整洁和最不整洁
的村民庭院。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此次的“红榜”第一名赵登亮竟是上
次评比大赛中的“黑榜”成员之一。

为了更好地弘扬文明新风，倡导
文明乡风，自去年起，幸福古村开展
了古村“红黑榜”“好撇事”评选活动，
从村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家
庭风气”“感恩奋进”等方面进行评
比。对好事加分，对坏事扣分，对前三
名进行奖品奖励、后三名进行分红扣
减。随着时间推移，村民们明显感受
到，古村环境越来越好，逐步形成了

“讲文明、做好事、树新风、促和谐”的
良好道德风尚。

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中，四川省
开展村规民约培育行动、思想道德星
光行动、文明新风传播行动，通过建
立健全思想道德先进典型嘉许管理
办法，树立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鲜
明导向。评选表彰一批来自乡村基
层、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并在各类
阵地、载体、活动中广泛弘扬展示、学
习践行，让村民随时随地能直观感受
先进典型风采、接受文明新风熏陶，
让道德教化回归乡村。同时，抓好先
进典型、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文艺
转化工作，使之成为群众喜欢的文化
项目、文化活动。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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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教育助力孩子成才

汪昌祥是西宁市湟中区拦隆口镇
泥麻隆村人。小时候家庭贫困，但父母
依然坚持让他读书。“小时候，全家住
在土房子里，靠种地为生。”汪昌祥说，
即使生活艰难，父亲也一直对子女强
调读书的重要性。

1974年，汪昌祥初中毕业后回到
家乡，成为泥麻隆村小学的一名教师。

“那时候全村100多户400多人中，家

里能供得起孩子读书的就那么几家。”
汪昌祥说，自己深知上学的艰难，也担
忧家乡教育落后的状况，为此他选择
返乡教书育人。

当时，泥麻隆村小学没有教具，汪
昌祥就带学生们去户外上课。“我带孩
子们去羊圈数羊学数字，拿砖块给孩
子们看，让他们了解图形。”在教学中，
汪昌祥特别讲究方式方法。在他教学
的40年时间里，泥麻隆村走出了70余
名大学生。

在教育学生的同时，汪昌祥也十
分注重自己孩子的教育。“我和妻子尽
可能地让孩子多读书，接受尽可能好
的教育。”汪昌祥说，这也是保持一个
家庭兴旺的秘诀。

汪昌祥告诉记者，从孩子上小学
起，他和妻子朱永莲就注重培养孩子
良好的学习习惯。他时常教育孩子要
提高学习效率，每天及时消化所学的
课堂知识。“每逢周末，我们会举办
家庭会议，与孩子沟通交流他们的学
习情况以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和
他们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培养
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正是因为汪
昌祥和朱永莲的谆谆教诲，他们的三
个孩子都勤奋好学、乐观上进。女儿
汪治娟、汪治瑛本科毕业后，成为了
人民教师，并多次被评为先进。儿子
汪治鹏也在工作中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

助人为乐传递道德温暖

1991 年，汪昌祥不幸查出胃癌。
同年，朱永莲被拖拉机撞成小腿粉碎
性骨折。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异
于晴天霹雳。“那时候儿子刚好1岁，
又感染了肺炎，家里的积蓄都花光
了。”就在汪昌祥犯难的时候，乡亲们

以及泥麻隆村小学师生热心相助，给
了汪昌祥一家前行的勇气。

“学校领导、师生给我们家捐款
1700元。村干部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乡亲们也都伸出援助之手，经常
送一些蔬菜和米面。”汪昌祥说，尤其
是自己做手术住院期间，爱人朱永莲
因为腿脚不方便无法在医院照顾，乡
亲们就主动提出帮忙，大家轮流照
顾他。

“父亲常教育我，‘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满心感激的汪昌祥出院后，
和妻子朱永莲决定在有限的生命里，
为家乡多做点实事儿，帮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

由于家乡办学条件差，汪昌祥便
四处筹措资金，寻找爱心企业为拦隆
口镇的多个学校购置桌椅、学习用品
等。2014年，汪昌祥退休后，成为了一
名注册志愿者。这一举动也得到了妻
子朱永莲的支持。2015年，在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汪昌祥爱心志愿服务队
正式登记注册成立。

秉持着“让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
社会的关爱”的服务初心，汪昌祥带
领爱心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共同为
拦隆口镇四营学校筹集 50 万元资
金，维修了学校操场，还购买了体育
器材、学习用具；为湟中区的单亲家
庭孩子争取资助金，为 20余名困境
学生对接爱心企业，帮助他们实现

“读书梦”。
汪昌祥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受到

大家的一致好评。在他的言传身教下，
三个孩子也加入了汪昌祥爱心志愿服
务队。“平时生活中，三个孩子会主动
帮助邻居解决困难。”汪昌祥说，他和
朱永莲认为爱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希望子女能永远有一颗感恩之心，用
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把爱心传递下去，

让社会充满温情。

共同努力让家庭更幸福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汪昌祥和家人传承孝老爱亲的优
良家风，一直被邻里所称赞。

汪昌祥的父母在世时，他和妻子
朱永莲在精神上、生活上都给予了老
人体贴和安慰，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汪昌祥的父母腿脚不好，关节会因为
天气变化而发痛，每逢下雨天，汪昌祥
会给父母按摩，缓解他们的关节疼痛。
朱永莲也无微不至地照顾公公婆婆生
活，变着花样给他们做可口软糯的
饭菜。

汪昌祥和朱永莲用自己生活中的
一点一滴诠释着孝老爱亲的真善美，
也以实际行动影响着孩子们。“三个孩
子工作离家后，每周末都会给爷爷奶
奶打电话，每到节假日都会探望爷爷
奶奶。我的爱人朱永莲身体不好，儿媳
曾霞也贴心照顾。”汪昌祥说，孝老爱
亲才能成就和美家庭。

生活中，汪昌祥和朱永莲也始终
勤劳节俭。夫妻俩在屋内安装了节能
灯，养成了出门随手关闭水电开关的
习惯，平时用过的洗菜水会用来拖地、
冲厕所。

“每次吃饭，父亲都是用右手夹
菜，左手摊开兜着，以防饭菜掉在地
上。外出吃饭时，他也主张打包吃不完
的饭菜。”汪昌祥的儿子汪治鹏说，父
亲汪昌祥不仅时常教育子女们要“忆
苦思甜”，还以身作则带动子女厉行节
约、避免浪费。

在汪昌祥看来，一个幸福、和谐的
家庭需要每个家庭成员共同努力。他
希望孝老爱亲、乐于助人、重视教育的
好家风传承下去。

本报讯（黄艳
平 苏阳）为深入贯
彻落实农业农村
部等8部门联合印
发的《开展高价彩
礼、大操大办等农
村移风易俗重点
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方案》
文件部署要求，发
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激发群众共
建共治共享的积
极性，日前，湖北
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省委农办、
省农业农村厅、省
民政厅、省妇联、
省乡村振兴局等7
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常态化开展“推
进移风易俗 建设
文明乡风”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

知》），向全省征集典型案例，并对
优秀案例进行宣传推广。

《通知》指出，要反对大操大
办，反对高价彩礼，杜绝铺张浪费，
反对封建迷信，提倡文明婚丧，加
强法治宣传和“黄赌毒”危害性教
育，通过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
开展移风易俗“大宣传”“大讨论”、
出台移风易俗“好措施”、组织移风
易俗“大曝光”等形式开展宣传
教育。

《通知》要求，全省各地要将此
次宣传教育活动作为深入开展美
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
的重要内容，作为开展高价彩礼、
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
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有力抓手。
要坚持党建引领、问题导向、群众
主体、因地制宜结合农民实情常态
化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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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1 月3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
街道党工委与东园社区党委联合开展“新锋心向
党 逐梦新征程”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活动。
在连新续航驿站 37℃党员之家，抗美援朝老兵汤
其昌和家政、外卖、快递、保安等新业态成员一起
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单行本，分享交流学习心得
和感悟。 朱华南田甜 摄

图③ 连日来，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行政服务
中心在电子显示屏上利用学习强国平台的答题互
动功能，让办事群众在等候间隙参加挑战答题，掀
起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图为11月7日，桐庐
县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内，办事群众在参加学习强
国平台党的二十大精神答题活动。 徐军勇 摄

图② 11月4日，在江西省峡江县百花社区，党
员干部在指导居民扫描“指尖微党课”二维码，通
过手机随时随地轻松学习党的二十大知识。峡江
县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党的声音，推
出了手机“指尖微党课”，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飞
入寻常百姓家”。 陈福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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