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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双提升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创建自治区文明城市惠民利民

梁卓豪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坚
持贯彻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的理念，
通过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丰富文化
生活，实现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双提
升，文明理念深根厚植，共建行动随处可见，共
享成果触手可及。

优化人居环境 提升幸福指数

文明城市创建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
重要举措，也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有效
途径。

日前，走在右江区玉屏巷里，映入眼帘的
是干净整洁的柏油路面、红色的创建文明城市
标语墙体……随着背街小巷道路改造工程项
目不断完善，一条条街巷变得干净整洁、焕然
一新。说起背街小巷人行道改造工程，家住玉
屏巷的黄先生非常满意：“这条路走了几十年
了，以前路面很窄又不平整，路边墙体也破旧
不堪，上下班高峰时间段遇上下雨天道路更是
又堵又烂。现在完全变了样，道路不但平整，墙
上也有各种文明标语，走在路上舒心多了。”道
路改造不仅让附近的居民生活更舒心，城市的

市容市貌也提升了。
让背街小巷靓起来，让居民生活环境更美

好，是创建自治区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内容。
今年以来，右江区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
造提升，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推动创建工作
提质增效。目前，玉屏巷、建华路、那毕支路等8
条道路改造总工程量已全部完成，修复完善辖
区内道路约2100平方米，完成工行城东宿舍
区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改造。

提升服务水平 坚持创建惠民

去年以来，右江区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
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提高广大群众文明素质，让文明浸润寻
常百姓家。3月10日，在百城街道中山社区里，
医务人员忙着给老年人量血压、推拿、针灸、测
血糖、量血压。“我身体不好，血压一直不稳定。
每周都有医务人员过来给我们提供免费义诊
服务，还手把手教我们如何进行疾病自查、如
何获取健康诊疗知识、如何在线问诊等。”市民
白露说。

右江区运用好网格化管理机制，坚持管理

与服务并重，找准群众需求和创建工作的契合
点，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的难点问题，真正让
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百城街道城东社区充分发挥党员志愿者
的模范带头作用，组织志愿者深入网格开展环境
卫生清洁志愿服务活动，大家一起打扫小广场、
清理小区里的垃圾、处理楼道小广告……广大居
民用实际行动为打造宜居环境“添砖加瓦”。

“我们积极动员辖区居民广泛参与到创建
中来，通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他们对创建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自身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也
会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城东社区主任李芳说。

市民是文明城市的创建者，也是创建成果
的直接受益者。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右江区广泛调动全民积极性，围绕社会公德、环
境卫生、行为规范等内容精心组织开展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发动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市
民投入到创建热潮中，为创建提供持久动力。

丰富文化生活 提升创建质效

去年11月以来，右江区通过开展“文明交

通劝导万人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安排志愿者到指定区域协助交警引导广大
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使城市文明素质和社
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很高兴能够为右江区
创建自治区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右江区青年志愿服务者起敬萍说。

右江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以满足群
众需求为落脚点，积极打造线上线下“双轨式”
志愿服务新型体系。通过家长里短的方式“沉
到一线”，做好服务群众“敲门行动”，倾听群众
呼声，多渠道收集群众愿望，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更高效地解决群众所需所盼，
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右江区以文明创建为引，以培育文明新风
尚为魂，以志愿服务为基，在春节、元宵、中秋
等重大传统节日，结合“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积极开展庆祝节日、敬老孝亲、移风易俗等
主题活动，将爱心送到群众家门口。

“目前，右江区共组建各类志愿服务队283
支，实名注册志愿者人数9.3万人，2022年以
来，开展各项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500多场次，服务时长超180万小时，服务群众
超10万人次。”右江区文明办主任黄永佳说。

近日，“移风易俗话清明，
文明新风润民心”活动在四川
省眉山市青神县高台镇诸葛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活
动中，汉阳场社区“巾帼头雁”
宣讲团为大家展现了快板表
演，以打快板的形式来推进移
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

陆游 摄

“味道好，每天不重样，吃得舒服！”说起村
里的老年餐厅，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雷家坡村
今年85岁的杨万选竖起了大拇指，“70岁以上
的老年人都能过来吃饭，每月只要100元，这里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杨万选口中的老年餐厅就是雷家坡村老年
日间照料中心。2012年9月，雷家坡村建成盐湖
区首家日间照料中心，目的就是解决村里老年
人的吃饭问题，让子女放心，让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更幸福。如今，雷家坡的老年餐厅已成了老年
人的依靠，连续11年保障村里的老年人吃好暖
心餐。

雷家坡村坚持把传承德孝文化、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日间照料中心，
既凝聚了发展力量，又提升了地域形象，受到群
众的广泛赞誉。

钱从哪里来？
集体经济来兜底

回忆起日间照料中心开办初期的经历，雷
家坡村原党支部副书记姚永计说，“既要让老年
人吃得比自家好，又不能过于增加集体和老年
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我们要花最少的钱，实现老
年人的愿望和期盼。”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与实践，雷家坡村村
干部们一起商议，在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的
基础上，该村提出由老年人每人每月交100元，
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捐赠一部分，剩下不论
多少都由村委会来兜底保障。说到村委会，就不
得不提雷家坡村的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看似
和德孝村风没有关系，实则伴随着村里德孝氛
围的蔚然成风而不断发展壮大。这些年，雷家坡
村远近闻名，先后有13家企业被该村的好家

风、好村风吸引前来落户，不仅解决了村里200
余名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而且为集体经济作
出了突出贡献。如今，雷家坡村的集体经济每年
保持在20万余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万元。

“我们村每年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安排3万
元左右的预算，支持养老事业，弘扬德孝之风。”
姚永计介绍说，11年来，尽管物价有所上涨，但
老年人每人每月吃饭依旧只收100元。最重要
的是，村里还规定，必须由老年人的子女每月按
时来交钱，通过这种仪式感进一步增强子女们
赡养老年人的责任感。

“百善孝为先”
德孝之风根基深

“炸好的油馍要放在蒸锅里焐一下，这样油
馍会更软。”老年餐厅63岁的厨师雷玉芳告诉
笔者，自己连续3年在老年餐厅做饭，没有固定
的菜单，老年人想吃啥就做啥，更多的时候她会
根据采购员买来的菜给老年人变着花样做，“包
子、饺子、面条、油馍、拌面菜、卤面，每周不重
样，确保老年人吃得舒服。”

除了村集体经济提供资金保障外，雷家坡村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持续多年运行的另外一个因
素，就是村里多年来形成的孝亲敬老的好村风。

“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孝老之心。”姚永计
说，多年来，雷家坡村从村支书到普通村干部，
无一不支持养老事业，把老年人的事儿当成自
己家的事儿，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村干部在党组
织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为老年人办
好事、办实事。

雷家坡村村民孟来有是盐湖区“十大道德
模范”，今年64岁的他总是挂念着老年人，碰到
集市上卖油糕的、打饼子的，都会买一些送到老

年餐厅，有时候也会买些蔬菜、肉送过去，和老
年人聊聊天，谈谈心。村民侯留生也是盐湖区

“十大道德模范”，从事家电批发生意的他免费
为老年餐厅、厨房和文化活动室安装了空调、电
视，每逢中秋、重阳节，他也会买礼物送给村里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村里出嫁的姑娘，回娘家看
望自己父母的同时，也会顺带买些肉、菜送到老
年餐厅。

就这样，雷家坡村老年餐厅在德孝文化的
沃土中茁壮成长，真正成为老年人的依靠。

“老年人第二个家”
功能齐全暖人心

中午吃饭前，杨万选利用散步的时间，习惯
性地到老年餐厅旁的村卫生室量了血压。

“叔，你血压控制不错，继续坚持，保持饮食
清淡就行。”雷家坡村卫生室和老年餐厅一墙之
隔，也是村里唯一的卫生室。医生黄春梅对所有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她会根据每个人
的情况提出健康建议。黄春梅告诉笔者，村里定
期举办健康讲座、义诊等活动，提升老年人的健
康意识，老年人得到的关心多，心情好，身心健
康就有了保障。

吃完饭，几个老年人坐在广场西边的椅子
上惬意地晒着太阳。“你看，这里有棋牌室、休息
室，广场上环境优美，还有健身器材，老年人聚
在一起很热闹，我每天早上来，到吃完晚饭才回
去，这里相当于我第二个家了！”

“人心就是生产力，道德就是竞争力”。雷家
坡村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既根植于德孝沃土，又
是德孝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推动着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也让孝亲敬老成为根植于当地村
民内心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认同。

山西运城市盐湖区雷家坡村：

11年暖心餐让养老服务更有爱
裴旭薇李斌

安徽肥西县：
延乔路上祭英烈

本报讯（艾克发）4月2日，安徽省合肥市
肥西县各界群众代表在桃花镇延乔路以“缅怀
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精神”为主题开展纪念活
动，向英烈们献上一份祭奠。

延乔路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境内，因
纪念革命先驱陈延年、陈乔年而命名，每遇到
重要节日，这里都会成为市民纪念革命先辈的
地点。

活动在古筝与小提琴协奏《我爱你中国》
中拉开序幕。情景朗诵《烈士的告白》、“延乔
路·励志行”宣讲团老兵宣讲、英雄赞歌、集体
合唱《歌唱祖国》……活动现场，肥西广大群众
用多种形式表达了对英烈的追思和敬意。“作
为一名合唱团的成员，我要用歌声唱出对烈士
的敬仰之情。”延乔路小学合唱团罗婧一说出
了自己的心声。

为更好地还原人民心目中的英烈形象，本
次活动还邀请安徽师范大学“为烈士画像”公
益团队和肥西县延乔路小学学生一起，开展线
上线下同步的“大手牵小手，为延乔兄弟画像”
公益传播活动。

四川巴中市巴州区：
治理出实招 倡树新风尚

本报讯（巴文）今年以来，四川省巴中市巴
州区积极引导干部群众除陋习、树新风。巴州
区在全区各中小学开展“小手牵大手，新风一
起走”“移风易俗进万家”文艺小分队进村（社
区）等宣传活动100余场次，从校园辐射到家
庭、社会，倡树文明新风尚。

据了解，由区民政局牵头，指导全区296
个村（社区）制定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
将村民遵守村规民约、酒席办理规定等内容纳
入评定，以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机制推进移风
易俗。巴州区纪委监委还从整治党员干部违规
操办宴席入手，督促各牵头单位制定本行业领
域治理工作专项方案。开展明察暗访，严肃查
处违规大操大办等问题。同时，巴州区还制定
相关工作方案，成立推进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
组，每月召开移风易俗工作调度会，分析研究
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湖北竹山县：
清明诗会
赋予传统节日更多意义

本报讯（严耀琴 刘航 梁家琪）近日，中共
湖北省竹山县委宣传部、县委文明办、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上庸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在上庸镇三盛院广场联合举办清明诗会，引
导干群在慎终追远中感悟清明、传承礼仪、缅
怀先辈、礼赞生命，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爱党爱国情怀。

本次清明诗会以“宣传党的二十大 奋进
新征程 建设新竹山”为主题，由省级文明单位
竹山县人民法院、竹山县人民检察院、县税务
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公路养护中
心的党员干部职工和上庸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上庸镇幼儿园的师生文艺志愿者参加表演，节
目有清明古诗词舞台剧、古代和现代诗文朗
诵、红色家书诵读等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之间
穿插讲解清明的起源、习俗等传统文化知识。
诗会由上庸镇幼儿园大班学生表演的舞蹈《清
明时节雨纷纷》拉开序幕，县公路养护中心陶
艳丽诵读的红色家书《江姐托孤信》和上庸镇
九年一贯制学校六一班学生贺梦琪诵读的《写
给江姐的信》，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江姐等
革命先烈舍小家为大家、投身革命的故事，引
导观众共同追思革命先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青海大通县：
开展“绿谷清明·春涌大通”
主题综艺展演活动

本报讯（王海琳）近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
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融媒体中心、文体旅游局开展
了“我们的节日·清明”特别活动“绿谷清明·春
涌大通”主题综艺展演活动。

活动通过追思大通英烈，回溯大通地区历
史文化起源，展示舞蹈纹饰彩陶盆、大通地区
戏曲曲艺、大通花儿、大通皮影、大通民族服饰
等诸多大通特征的文化元素，充分结合音乐、
舞蹈、朗诵等舞台表现形式，利用灯光、音响等
舞美效果综合展示大通文艺资源，展现春意盎
然、生机勃勃的大通新气象。

此次展演活动对大通县深入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提升
了大通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文艺志愿服务
活动的创新之举，也是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的有益尝试。

宁夏贺兰县：
“积分制”管理
赋能基层治理

本报讯（宁文）自2019年8月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宁夏贺
兰县积极探索，创新实施“积分制”管理
模式，赋能基层治理，推进乡村振兴，使
广大群众成为乡风文明与乡村治理的
参与者、受益者和评判者。截至目前，全
县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7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8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公益积分超市覆盖率达到100%，为
文明城市建设、社会基层治理、乡村振
兴汇聚强大的力量。

据介绍，贺兰县建立“保障+激励”
志愿服务体系。在全县各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建设实体公益积分超市。
出台《贺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积分管理办法》和《贺兰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注册
报名、活动签到、积分兑换和资金使用
等标准流程。

贺兰县通过以积分超市联盟，激发
乡村治理新活力。建立积分量化账户，
成立积分评议小组，杜绝“一言堂”现
象。全县各实践阵地根据实际成立积分
评议小组，每月利用“主题党日”和“道
德评议会”进行“文明积分”评议，在“道
德红黑榜”上进行公示，以“积分改变习
惯、勤劳改变生活”为主题，通过评比积
分兑换物品，强烈抨击“等靠要”思想，
激励懒人勤劳脱贫，营造“争先恐后比
积分，你追我赶换面貌”的积极向上生
活氛围。目前，“幸福积分超市”已逐步
成为贺兰县培育良好家风、文明村风、
淳朴民风的新载体、做好群众工作的新
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