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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乡村美
春天来临，万物复苏。在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凉水井村利用撂荒地、小溪小河及滩涂兴

建的生态园中，红梅、红杏等花儿竞相绽放，将乡村装扮得生机勃勃，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感
受春天的气息。图为2月18日拍摄的凉水井村生态园。 邱海鹰 摄

2023年重点抓好七个方面工作

●以实现追赶跨越为目标，着力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再上新台阶
●以评选表彰活动为契机，统筹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
●以“德耀巴蜀”品牌为引领，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以培育时代新人为根本，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以紧贴群众需求为导向，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以制度体系建设为关键，推动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以提升文明素养为重点，扎实开展文明风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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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青 袁矛）2月17日，四
川省在自贡市召开全省文明办主任会议。会
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全国
文明办主任会议、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省文
明委全体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22年全省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安排部署2023年精神
文明建设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极为重要的一年，也是四川极为不易、极不
平凡的一年。一年来，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

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围绕迎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主题主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
创新，统筹推进文明创建、文明实践、文明
培育，全力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
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
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作
出了积极贡献。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也是精神文明
创建的“大年”。会议要求，做好今年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意义重大，要重点抓好七个
方面的工作。一是以实现追赶跨越为目
标，着力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再上新台阶；
二是以评选表彰活动为契机，统筹推进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
建；三是以“德耀巴蜀”品牌为引领，深入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四是以培育时代新人
为根本，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五
是以紧贴群众需求为导向，拓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六是以制度体系建设为
关键，推动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七是以提升文明素养为重点，扎实开展文
明风尚行动。

会议还通报表扬了2022年度四川省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自贡市、成都市、
巴中市、眉山市、资阳市、德阳市文明办负责
同志在会上进行了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
员实地考察了自贡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全国文明村镇、农贸市场、老旧小区、背街小
巷等点位。

四川召开全省文明办主任会议

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川篇章贡献精神力量
广西启动养老服务
“十百千万”暖心计划

本报讯（何明华 邱芬芳）近日，笔者从广西壮族自治
区民政厅获悉，今年广西启动养老服务“十百千万”暖心
计划，即培育10个以上老年人宜居社区、建设100个以上
长者饭堂、建设1000张以上家庭养老床位、开展10000
户以上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老年人宜居社区。积极推动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在全区培育10个以上具备养老
护理、日间照料、居家养老、文化娱乐等综合养老服务功
能的广西老年人宜居社区。截至目前，全区已创建命名50
个广西老年人宜居社区。

探索老年助餐服务，推进建设长者饭堂。推动指导全
区建设100个以上长者饭堂，为老年人提供助餐配餐服
务。南宁市自2019年起，在全区率先开展老年人助餐配餐
服务试点，目前已在社区开设30个长者饭堂，为老年人提
供24万人次用餐服务。桂林市探索“物业服务+养老服务”
模式，鼓励物业服务企业拓展老年助餐等服务内容，2022
年已建设10个居家养老服务站点、20个社区长者食堂。

创新居家社区服务模式，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广西已
筹集资金8000多万元，支持南宁、柳州、梧州、北海四市
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为经济困
难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1000张以上家庭养老床
位、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结合本地实际制订服务项目
清单，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指导养老服务机构为老年人
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强化兜底养老保障需求，推进适老化改造。已筹集资
金6300多万元，为全区10000户以上高龄、失能、残疾等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适老化改造
尊重老年人家庭意愿，以自愿申请为前提，经资格审核、
入户评估、老年人或其监护人签字确认同意改造方案后
组织实施。

海南启动为期三年的
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

本报讯（海文）近日，海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方案，明确将在2023年至2025年开展为期三年的
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进一
步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

根据方案，海南省成立由省委政法委主要负责人担
任组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高院、省检察院等单
位负责人或相关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并成立由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公安厅分
别牵头的4个行动小组，深入推进“家庭防护”行动、“教
育防护”行动、“社会防护”行动、“司法防护”行动。各市
县将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工作专家和人
才库，加强对涉未成年人相关工作的调查研究，同时把
专项行动经费统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确保专项行动及
相关措施得到落实。

海南省将加强未成年人行业领域地方立法工作，定
期开展全省落实“两法一规定”执法监督检查，坚决纠正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建立全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案件通报倒查机制，对政法机关办理的每一起涉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典型案件进行剖析、通报，运用司法建议书、
检察建议书和公安提示函督促各方责任落实。

海南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市县落实未成
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工作情况每半年进行一次督导
检查，年底结合平安建设和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考核
工作，对各市县、成员单位落实成效进行实地考核。

海南省“护苗”行动领导小组每年进行总结表彰，三
年专项行动结束时，将召开总结表彰大会，表彰奖励一批
先进单位和个人。对工作开展不力、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
单位和个人，将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处理。

“我愿做那个为孩子们拉开窗帘的人”
——记“中国好人”谢红芬

本报记者 漆世平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她扎根山区教育20年，给予
山里的孩子追寻未来与梦想的力量，她就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
拉乌彝族乡拉乌完小教师谢红芬。她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乡村阅读
榜样”等荣誉。今年1月，谢红芬荣登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

拉乌乡的大部分村组海拔在1900
米左右，是宾川县最为边远的山区少数
民族乡。1983年，谢红芬便出生在这里。

“小时候家里实在太穷，我们姊妹三
人除了上学，每天要各自完成自己的农
活任务。”谢红芬回忆说，在她上初中三
年级时，差点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好
在她对读书的坚持打动了父亲，让她重
新回到了学校，并最终顺利考上了大理
州民族师范学校（现大理市第五中学）。
2003年毕业后，谢红芬选择以一名教师
的身份回到拉乌乡。

“那时，乡里的很多老百姓还处于半
文盲状态，他们忙着传统的劳作，不太
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加之拉乌乡距离
县城较远，山路陡峭，老师来了一个又
一个，也走了一个又一个。”当时只有20
岁的谢红芬决定，要一直留在拉乌乡任
教，让更多山区的孩子有机会看到广阔
世界。

之后的几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谢
红芬通过自学获得了大学专科、本科学
历。后来，因教学成绩突出、撤点并校等
原因，谢红芬又先后被调往来凤溪小

学、拉乌完小任教。
拉乌完小位于拉乌乡拉乌村，是一

所彝族寄宿制学校，距离县城92公里，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条件十分艰
苦。多年来，谢红芬一直坚守着自己
当初选择回乡的那份初心，坚守在拉
乌完小。她所任教的班级和学科的教
育教学质量始终在宾川县名列前茅，
一批又一批学生在她的悉心教导下
走出大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广阔人
生。“有的孩子进入了企事业单位，有
的孩子成为了消防员，有的孩子选择回
到家乡……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领域里为
社会发展贡献着力量。”说起教过的学
生，谢红芬的言语间难掩自豪。

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谢红
芬十分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除了为他们开展家访送教，还积极
向公益机构和爱心人士争取结对资助
金10万余元，受益学生60多人。与此
同时，她还先后为学校争取到价值20
多万元的书籍、书包、保暖衣服等物
资，让山区的孩子们感受到来自大山
外的关爱和温暖。

作为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谢红芬
深知，读书能够改变山区孩子的命运，
而阅读也能很好地激发孩子们的学习
兴趣和积极性。多年来，她始终致力于
推广阅读，引领孩子们爱上阅读、坚持
阅读。“阅读是山里的孩子了解世界的
一扇窗，我愿做那个为孩子们拉开窗帘
的人。”谢红芬说道。

前些年，拉乌完小条件有限，阅读
室空间小、藏书不多，无法满足孩子们
的阅读需求。“当时家里有课外书的孩
子也不多，记得有一次我让孩子们从
家里至少带一本课外书来时，班上近
30个孩子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家里有
课外书。”谢红芬回忆道，而且有些书

缺损十分严重，连书名都看不清。从那
以后，每次到县城，谢红芬都买上一两
本孩子们喜欢的书带回去，供孩子们
借阅。

“在买书借给孩子们看的同时，我也
在思考，怎样才能让山区的孩子们健康
快乐地成长？”为了给孩子们打造一个舒
适的阅读场所，2018年，谢红芬把拉乌村
的老宅子腾出来，改造成一间儿童阅读
馆，并不定期地组织学生到家中开展阅
读、写诗、讲故事等活动。 （下转2版）

20年坚守扎根山区教育

推广阅读打开山区孩子心灵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