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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起，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
组委会每年开展全省居民阅读状况调查，
用科学的指标和翔实的数据解开书香安徽
的“阅读密码”。日前，《2022年安徽省居民
阅读指数调查结果》公布，展示全省全民阅
读紧跟时代的新发展新变化。

（A4版）

解开数据背后的“阅读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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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美乡村 打造幸福家园
——河北省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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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
美好新生活

要敢于善于“自找苦吃”
李玉滑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美好的村居环境，
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1年8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承德考察时强调，“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
繁荣的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
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河北省委、省政府坚持高位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村容
村貌大变样

乡村美不美，关键看环境。
走进正定县曲阳桥镇周家庄村，这里房前

屋后干净整洁，一条条小巷古色古香。“你看看
咱村漂亮吧，就像生活在公园里一样！”周家庄
村村民高梅荣不禁感慨，村里环境美了，住着
也更舒坦了。

“你瞧瞧，卫生间、厨房、有线电视一应俱
全，城里有啥，我们有啥。”在高梅荣家的厕所，
地面和墙上全都铺着亮堂堂的瓷砖，干净卫生
无异味。“家家户户用上了水冲厕所，再也没了
农村茅房的影子。”高梅荣说。

小村庄折射大变化。如今，河北越来越多
的乡村，像周家庄村一样，村容村貌实现稳步
提升。

在1月5日召开的河北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上，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强调，“要认真组织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厕所
革命，提升生活垃圾、污水治理水平，持续改善
村容村貌”。

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乡村美丽蝶变。
河北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抓好农村厕
所革命。今年截至3月底，全省已改造提升户厕
50433座。

在邯郸市峰峰矿区义井镇二社村，村民马
丽红正忙着给自家的菜地浇水，浇地用水是经
过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以前生活污水靠蒸发，
臭气熏天。现在经处理的污水可直接浇地，你
看俺家菜地里的菜长得多旺！”马丽红说。

生活污水是如何处理的？二社村采取无动
力生态处理终端模式，利用水往低处流的原理
实现污水无动力收集，再利用“化粪池+沉淀

池+A级生物处理池”等手段进行处理，处理后
的水沿资源化利用沟渠流进田间地头，用于农
田灌溉，真正实现了资源化回收利用。

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河北
以人口集中村镇和水源保护区周边村庄为重
点，分类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今年一
季度，新增完成646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基本达到全覆盖。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
生产生活更便利

黄土墙、青水瓦、滴水檐、花格窗……4月
27日，走进阜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太行山
风格民居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道路通到各家
各户。

“这是老乡们自家的柴鸡蛋，营养价值高。
这是咱村的特产‘钢丝面’，好吃不贵……”在
顾家台村的电商直播间，村民顾腾飞忙着直播
推介家乡的农副产品，封装、打包、发货，忙个
不停。

手机成为新农具，搁以前，顾腾飞想都不敢
想。“四面都是山，信号差，网速慢，手机卡得厉
害，别说直播了，打电话都费劲。”顾腾飞回忆。

建基站，通网络，小山村连上了大世界。
“网速噌噌的，上网方便多了，直播带货成了每

天少不了的‘农活’。”顾腾飞笑呵呵地说。
修通产业路，喝上自来水，连上互联网……

农民身边的“关键小事”陆续办成，汇聚成燕赵
大地的山乡巨变。河北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
代生活条件”的目标，不断提高乡村基础设施
完备度，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持续优化乡
村信息基础设施，农村生产生活更加便利。

在青县清州镇司马庄村，一条条笔直的水
泥道路伸向远方。“以前，这里路面坑坑洼洼，
下雨天全是水坑。现在，每家每户、每条街道都
收拾得干净又漂亮。”司马庄村村民李俊祥说，
只要天气好，他每天早晨都出门遛弯儿，呼吸
新鲜空气，别提多舒心了。“路修好了，出门一
脚平。”李俊祥感慨。

司马庄村位于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畔，瞄准
村民的生活需求，该村不断完善村庄的基础设
施，实现了街道硬化、亮化、净化和村庄绿化。
依托大运河水利资源及村庄水资源，建成司马
庄京杭大运河观光带，村庄“颜值”整体提升。

水电路网基础设施加快补短板，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河北加快推进乡镇通
三级路、20户以上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推
进农村住房建设品质提升，健全农村低收入
群体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实现农村危房
动态清零。

（下转A2版）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
技小院的同学们回信中强调：“你们在信中说，
走进乡土中国深处，才深刻理解什么是实事求
是、怎么去联系群众，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
说得很好。新时代中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
神。”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同学们“自找苦吃”
的精气神，这既是对投身乡村振兴的广大青年
的巨大鼓舞，也是对各条战线青年的殷切期望。

“苦”，代表的是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是富
有挑战性的工作内容，是不容易获得成功的领
域。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正是在困难中，人
们把握机会、锻造能力，肩扛担当和责任感。艰
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艰苦提供了磨砺意志、
强壮筋骨、升华境界、锻造精神的难得条件。投
身“苦”中，勤奋历练，才能堪当重任、有所作为。

“自找”，是主动自我锻炼的姿态。其象征
着对提高自身能力的渴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
强烈愿望，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艰苦
的环境和艰巨的任务，都是磨炼自己的机遇。
满足于“舒适区”，精神上必然缺乏追求和闯
劲。新时代新征程，人应当主动走出“舒适区”，
对棘手的事、困难的事迎难而上，积极主动地
寻求磨砺和成长。迎难而上、勇于担当，方能在
奋斗中提升自我，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磨砺
中增长才干，在攻坚克难中提升生命价值。

“自找苦吃”，孕育着为国担当、为民奉献
的情怀。“自找苦吃”精神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
艰苦奋斗精神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
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困境暗藏
希望，艰苦激发力量，奋斗中饱含丰沛的勇气
和拼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对于今天的
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蓝图已经绘就，我
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今天的“苦”不只在艰
苦的地方，也在矛盾突出的工作中、在“卡脖
子”的技术难题上、在基层一线的摸爬滚打中。
敢于“自找苦吃”，就是要勇挑重担，勇于实践，
把智慧和汗水挥洒在祖国的大地上，挥洒在希
望的田野上。

“自找苦吃”，彰显着以苦为乐、以奋斗为
乐的气概胆魄。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为了信念而坚定前行，为了梦想而勇敢奋
斗，就能在平凡中创造出不平凡的成就。面对
艰苦、困难、挫折、失败而不屈不挠，始终追求
卓越、永不言败，在风雨中追寻梦想，在磨砺中
坚定理想、砥砺品质、锻炼本领。经历过摔打、
挫折、考验，才能有真正的收获。在困难中调整
心态、磨炼意志，把“要我干”变为“我要干”，把

“躲着干”变为“抢着干”，潜移默化培养的正是
能够干好工作的优秀素养和品质。

“自找苦吃”，体现着调查研究、踏实务实的
实践品格。我们的各项工作需要调查研究、了解
民生民情。工作方式要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百
姓、贴近实践，要向实践学习、向群众请教、向基
层问计。所谓经风雨、见世面，就是要直面各类
困难、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扎根情况
复杂的基层，将其作为能够获得进步最快、最扎
实的学校和课堂，进而锻造求真务实、知行合一
的品格。“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
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便能愈加紧密；“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
把对策提实”，党的事业便能顺利发展。在实践
中，在基层，在艰苦的地方，坚持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坚持问题导向，
探寻人民真实的诉求，培养科学的思维，找出正
确的办法。同时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出宽广的胸
怀、长远的眼光、坚定的意志。因此，要敢于、善
于“自找苦吃”，坚定“敢吃苦”的信念、锻造“能
吃苦”的意志、练就“战胜苦”的本领，在吃苦中
真正有收获，为自身成长、为人民幸福、为强国
建设、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志愿服务

北京五星级志愿者
八年破万人

本报讯（王琪鹏）北京市第九批五
星级志愿者认定结果日前出炉。经过申
报、审核及双公示程序，2012名志愿者
通过认定。全市五星级志愿者队伍已达
10675人。新一批五星级志愿者中，超
过80%的志愿者具有垃圾分类、礼让行
人等城市治理志愿服务的相关经历。

去年年底，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启动了第九批五星级志愿者认定工作。
本次认定工作中，首都志愿服务这张

“金名片”呈现出许多新亮点。近年来，
随着社区志愿服务的广泛开展，许多志
愿者就近就便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在基
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年，北京市启动了首批五星级
志愿者的认定工作，当时只有120人通
过认定。不到10年，全市五星级志愿者
队伍已突破万人大关。北京市志愿服务
联合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大志愿者立
足首都建设发展实际，坚持走进基层、
走进社区，为他人送温暖，用实际行动
擦亮了首都志愿服务这张“金名片”。

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
青年志愿者动员大会举行

本报讯（韩雯）5月9日，第七届世界智能大
会青年志愿者动员大会在天津理工大学举行。

会议指出，广大青年志愿者要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引，以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三届世界
智能大会贺信精神为指导，举旗立志、提振精
神，汇聚青春动能、建功“十项行动”，以最好的
精神面貌、最饱满的热情、最优质的服务投身
到大会志愿服务工作中，让天津青年志愿者的
微笑成为大会最亮丽的风景线。

据介绍，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青年志愿者
招募工作于今年3月初启动，按照科学有序、
优中选优的原则，团市委从南开大学、天津大
学、天津科技大学等14所高校中招募青年志
愿者650名。大会期间，志愿者们将在国家会
展中心、机场火车站、各接待酒店、赛事场地等
点位开展服务，涵盖展赛会务、语言翻译、媒体
宣传、场站迎送、酒店接待、组织运行等50余
个岗位工作。

四川启动第三届民法典
“三个一百”主题宣讲活动

让民法典走进乡村（社区）

今年5月28日是民法典颁布三周年，本月
也是第三个“民法典宣传月”。日前，四川省委
依法治省办、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民政
厅、司法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业农村
厅联合印发《四川省第三届民法典“三个一百”
主题宣讲活动方案》的通知，决定以“民法典进
乡村（社区）”为重点，组织开展四川省第三届
民法典“三个一百”主题宣讲活动。

此次活动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
题，将针对基层群众法治需求和关注的热点问
题，有针对性宣传民法典关于基层社会治理、法
治实践等方面的相关内容，不断增强群众法治
意识；同时重点宣传关于产权保护、合同履行、
维护市场秩序等相关内容，为优化营商环境保
驾护航，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为让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四川省将抽组105名“法律明白人”运用
《“民法典100问”法博士释法读本》，在全省
105个村（社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
依托村（社区）“法律之家”“农民夜校”“法治院
坝会”以及村村响广播、流动宣传车等载体，开
展民法典宣讲。

活动方案提出，要推动宣讲活动与基层治
理工作相结合。首先，与基层自治工作相结合，
在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规民
约修订完善等村级重大事项推进过程中开展
民法典宣讲，助力广大村（居）民利用民法典知
识更好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其
次，与基层法治建设相结合，以第二批省级“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和“全国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复核为契机，以先进典型示范
引领民法典学习宣传持续深入开展。最后，与
基层道德建设相结合，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
的重要作用，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等内容宣传，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四川日报》兰楠）

近年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积极打
造一批集生态、文化、健身、休闲功能于一
体的“口袋公园”，让市民“推窗可见绿、出
门即入园、转角遇见美”，改善了人居环境，
提高了人民生活品质，提升了市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图为5月9日，市民在上高县镜
山广场的“口袋公园”内晨练。 陈旗海 摄

“口袋公园”
装满幸福

今年以来，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在充
分考量生态保护、水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
现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以日光温室和钢
架拱棚为主的设施农业，实现了农业提质
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B1版）

从“春种秋收”到“四季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