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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绿野仙踪”
入夏以来，四川省成都市二环高架桥的一座座桥墩上爬满了爬山虎，浓绿的藤蔓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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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
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

新华社郑州6月21日电（记者 韩朝阳）6月 21日，
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
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河南省洛阳市举办。经各
地推荐、网友点赞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人
（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
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上榜好人中，有用皮影技艺帮扶残疾人就业，致力于
非遗传承的北京“影人姐姐”王丽娟；有坚守诺言，替牺牲
战友尽孝36年的江苏老兵李先南；有13年5次救火，感
召身边500余名出租车司机自发组建志愿服务队的吉林

“好的哥”汤万春；有坚守山村38年，照亮孩子出山路的
重庆乡村教师陈申福；有创新摸索蹚出致富路，为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农人”寇晓燕……伟
大源于平凡、平凡造就伟大。他们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
正能量，用实际行动关爱社会、温暖他人，是我们身边的
英雄、时代的脊梁。

在活动直播现场，“中国好人”代表以真挚的情感、朴
素的语言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25年放映电影4500余
场、在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的农村公益放映员杨明金
说：“对放映的这份痴情将陪伴我的终生。”一双黄胶鞋、
一个安全头盔、一辆摩托车，这是重庆山火中奋勇逆行的

“80后”青年张俊的标配，他说：“这里是我的家，我不救，
哪个去救？”扎根野外一线13年的地质队员舒记德讲述
了“干一行，爱一行”的执着与坚守。

活动为“中国好人”代表举办了富有文化特色的欢迎
仪式，并深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层一线举办好人故
事分享会，“时代楷模”张玉滚、全国道德模范黄久生和李
江福，“新时代好少年”路子宽和贾永升等与“中国好人”
进行了现场交流互动。

网友纷纷留言点赞，“听了他们的故事，暖了心窝又
忍不住红了眼眶。”“他们就是这个时代最闪亮的星。”

多年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开展的网上“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坚持生动展示平凡英雄风采，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前共有1.6万余人（组）入
选“中国好人榜”。

本次发布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
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承办，河南省文明办和中共洛
阳市委宣传部、洛阳市文明办、洛阳市广播电视台协办。

“中国网事·感动2023”
二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选启动
四川陶宗勤、曾小强入选候选人

本报讯（记者 赵青）近日，“中国网事·感动2023”二
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选启动，将从22位（组）“感动人物”
候选人中，评选产生10位（组）季度当选者。

候选人中，有来自广西桂林的“多次英勇救人的教
师”李专、来自江苏泰州的“用‘焊花’惊艳世界”的邱明
辉，来自天津的“用真情温暖学子的警察‘杜妈妈’”杜静，
还有来自四川的“苏氏墓地守墓人”陶宗勤、“热心肠‘曾
胖娃儿’”曾小强……

两位四川候选人由精神文明报社、四川文明网推荐。
陶宗勤是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永光村的一位农民，也是
苏氏墓地的守护者，他从小就对“三苏”敬仰不已，经常到
墓地读碑文、打扫卫生，后来义不容辞地担起看护苏氏墓
地的责任，几十年来，用脚步丈量自己与“三苏”的距离，
用心灵感受“三苏”文化。曾小强是绵阳市北川县坝底乡
青坪村人，在成都一家汽车服务公司上班，今年2月12
日，正在工作的曾小强在一位聋哑人的求助下来到一处
失火民房时，火势正在蔓延，他不顾自身安危破门而入，
并和其他热心人士齐心协力将火扑灭。

这22位（组）“感动人物”候选人或挺身而出迎难而
上，或默默坚守甘于奉献，用至真至诚的奉献描绘出平凡
英雄的模样。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
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轻快的儿歌
声中，又是一年端午到。

端午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着悠
久的历史传承、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个节
日里，五湖四海的人们划龙舟、包粽子、挂菖
蒲、插艾蒿，或是参加古籍阅读、文艺活动、
旅游宿营……以传统或时尚的方式，追思爱
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涵养家国情怀，展现
民族文化自信。

湖南省汨罗市屈子祠镇新义村，55岁
的李飞西在家门口支张板凳，抓一把泡好的
本地“三粒寸”糯米，包入新鲜箬叶，扯一截
五彩线，三缠两绕，一个牛角粽就做好了。

相传2300年前，屈原在汨罗江怀沙自
沉，两岸百姓闻讯驾船赶来抢救打捞，把粽
子争相投往江中让鱼虾饱食，以免鱼虾伤害
屈原遗体。几经演变，龙舟竞渡、吃粽子、挂
菖蒲、插艾蒿、系香囊成为人们纪念屈原的
重要方式。

尽管跨越千年，汨罗人民对屈原的感情
并不因时间推移而变淡，反而越发浓烈。在汨
罗人的口中，对屈原的称呼，不是带着官方意
味的“三闾大夫”“屈大夫”，而是非常亲切的

“屈老夫子”，乃至称呼家中长辈的“屈爹爹”。
“我们小时候就听‘屈爹爹’的故事长

大，现在也把他的故事讲给儿孙们听，希望
他们像‘屈爹爹’一样，热爱国家，正直高
尚，拼搏奋斗。”李飞西说。

一场龙舟赛在广东省汕头市海明公园
上演。鼓声急促，桡手们齐齐挥桡划桨、劈波
斩浪，一艘艘龙舟似离弦之箭，冲向终点。鼓
声、口号声、划桨声，与岸上观众的助威声交
织在一起，一派热闹景象。

“无龙舟，不端午，龙舟是我童年最特别
的回忆。”专程返乡观赛的汕头籍赛艇名将、

2012年伦敦奥运会银牌得主黄文仪说，自
己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龙舟手，赛龙舟是一项
仪式感满满、极具亲和力的文化运动项目，
需要大家为着同一个目标齐心协力去拼搏。

从汨罗江到屈原故里秭归，从沿海到内
地，端午文化犹如一根无形的丝线，把人们
聚拢在一起。

“端午文化很特殊，让人在缅怀追思中
感受厚重，也能在龙舟竞渡中体会激昂，人
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爱国、恤民、正直、求索
等人文理念，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
养。”在汨罗屈子祠工作生活40余年的屈学
专家刘石林说。

这几天，湖北省图书馆正举办“典籍中
的端午”文化活动，邀请读者一起阅读与端
午相关的馆藏典籍。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
国兮……”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湖北省古籍
保护中心主任刘伟成带领读者共同诵读屈
原的《橘颂》。“‘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屈
原表明志向，要保持清白的节操，永远忠于
故土。”刘伟成说。

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文明
成果的重要体现，湖北省图书馆希望以此引
导读者阅读典籍，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许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参
与，让刘伟成非常振奋，“无论是‘深固难
徙，更壹志兮’的坚定不移，还是‘众人皆醉
我独醒’的玉洁冰清，亦或是‘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百折不挠，是个人奋
斗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

“与许多传统节日一样，端午节的出发
点是为在仲夏入暑时求吉辟邪，后来因纪念
伍子胥、曹娥，主题变得更丰富，但最关键的
是，因为与屈原传说紧密联系，成为凝聚中
华民族‘根’与‘魂’的独特节日。”刘石林说。

“现唱端午佳节日，万古传闻为屈原，视
死如归爱国魂，九死不悔代代传……”在江
西省于都县莲花广场，客家古文传承人肖秋
林正襟危坐，手拉二胡，配着抑扬顿挫的韵
律，用客家方言讲述着屈原的故事。路过的
游客纷纷驻足倾听。

“在于都这片红土地上，像屈原那样赤
诚爱国并为此牺牲的人不计其数。”为了写
好此次端午唱词，年过七旬的肖秋林连续半
个月天天泡在当地文化馆和博物馆，记下满
满一大本笔记，将红军的革命故事融入古文
说唱中，希望借此机会把先辈家国情怀的故
事讲得精彩。

“我的太姥爷就是红军，前人的付出，换
来我们今天的幸福，我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成
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认真听完肖秋林的演
唱，于都县胜利学校的学生萧子勋眼圈泛红。

“端午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得到丰富，结
合不同地方的资源禀赋、文化特点，发展出
新的文化符号，更好地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生
活中，大家也在无形中延续民族情感和家国
情怀。”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邹伟民说。

连日来，“汨罗香囊制作技艺”非遗项目
的代表性传承人戴芸伊十分忙碌。她准备设
计一款“楚辞香囊”，为了确保绣花图样符合
《楚辞》中的描述，还专程前往汨罗屈子祠，
向屈学专家刘石林请教。

屈原在《楚辞》中写道：“扈江离与辟芷
兮，纫秋兰以为佩”。“香囊在战国时代已是一
种饰物。端午时节佩戴香囊，是我们家乡的习
俗。”戴芸伊说，奶奶制作的香囊，充满传统韵
味，散发沁人香气，是她对儿时的美好回忆。

戴芸伊曾在法国留学，目睹法国香水广
受追捧，她思考“家乡的香囊更天然、更韵味
悠长，能不能有朝一日也像法国香水一般走
向全球”。6年前，她放弃在外发展的机会，

回乡创业，进村寻访香囊的古法技艺，研发
香囊文创产品30余项，赴各地做市场推广。
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她的香囊走红，有的外
国游客购买带回家乡，用以赠送友人。

近年来，非遗、国潮、国风等传统文化，深
受年轻人喜爱和追崇，国民文化自信不断增
强。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走出去”，
常有令世界惊艳的表现，增进了文化交流。

江西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箩巷，
人潮涌动。一家名为“万寿宫粽子非遗馆”的
古风小楼里，飘出阵阵粽叶清香，前来打卡
的游客排成长队。

为了做好拥有130余年历史的杨大娘
粽子，杨文军放弃了沿海的高薪工作，回乡
开发富含“国潮”元素的新产品。今年，他在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打造的粽子非遗博物
馆正式开馆。博物馆由展示体验区、热食粽
子现包现煮区、非遗粽子文创礼盒和伴手礼
展销区组成，生动展现鄱阳湖流域的农耕稻
作文化、粽子历史文化和制粽非遗技艺等。
因为文化的加持，粽子从街头常见的美食小
吃，升级为一种可参观、可感受、可品尝、可
回味的丰富体验。

“既能品尝美味的粽子，还能感受深厚
的中华历史文化底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留学的涂思劼感慨。

4年来，杨文军结合线上线下优势，让
年营业额从以前的10余万元跃升到上千万
元。他说：“我们的端午文化不仅仅是吃粽
子、划龙舟，背后的文化意蕴深厚，越来越多
年轻人选择‘国潮’，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充满自信的表达。”

“端午文化在传承优良传统风俗的基础
上，通过注入适宜的当代元素，更加贴近生
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彭雷霆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推
动端午习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
更有力地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年轻人
群体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新华社陈俊周楠余春生阮周围）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流传至今的唐诗，
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粮食来之不易。珍
惜每一粒粮食，就是尊重劳动。越是粮食
丰收，粮食供应充足，就越要有节俭意识。

当下，一提到“光盘行动”，大人小孩
耳熟能详。人们自觉地把它和节约粮食相
联系，按需点餐已成为自觉，在外将吃不
完的食品打包，也不会感到“别扭”。良好
的节约习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真正
成了大多数人的好习惯，形成人们认可的
好风气。然而，时间一久，我们不时又能见
到“盘子不光”的现象。“钱是我掏的，吃不
吃完我自己定！”“剩下一点儿不在乎，随

手扔掉我愿意！”凡此种种，实在不应该。
一人浪费“一小口”，合起来不是个小

数目。“光盘”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
种保护资源、健康时尚的生活习惯。多年
来，我们广泛提倡、反复宣传“光盘行动”，
大小饭馆随处可见提醒食客注意节约的
标语，这本身就是在提醒大家，节约粮食
的行为要持之以恒，要真正付诸日常行动
中，切不可昨天“光盘”了，今天又去浪费；
上午“光盘”了，下午又随意而为。“光盘行
动”看似个
人行为，其
实 蕴 含 着
大道理。

本报讯（彭园园）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将前期开展的制止餐饮浪费
专项行动相关工作措施予以总结提炼，形
成《安徽省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固化措施》，
提出社会餐饮“四有”、网络餐饮“五有”、
集体聚餐（团体用餐）“六有”要求，建立制
止餐饮浪费长效机制。

社会餐饮要做到“店堂有宣传”“桌上
有标识”“点餐有提示”“剩菜有打包”等

“四有”。餐饮服务单位要在店堂内醒目位
置张贴或者摆放制止餐饮浪费宣传画、宣
传标语等；餐饮服务单位要在餐桌上摆放
制止餐饮浪费标识，主动对消费者进行制
止餐饮浪费提示；消费者点餐时，服务人
员应主动提示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服务
人员提醒消费者对餐后剩余饭菜打包带
回，餐饮服务单位提供剩菜打包服务。

网络餐饮要做到“平台有宣传”“餐品有
描述”“点餐有提示”“结算有提醒”“封签有
标识”等“五有”。餐饮外卖平台以显著方式
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要在点餐页面标注分量、规格或者建议消费

人数等信息，为消费者提供点餐提示；餐饮
外卖平台要在消费者点餐页面上提供“小份
菜”“半份饭”，按量点餐等多样化点餐提示，
引导消费者按需点餐；餐饮外卖平台要在消
费者结算页面上显示“适量点餐、避免浪
费”、倡导“光盘行动”等提示信息；食安封签
上要印制制止餐饮浪费的标识。

集体聚餐（团餐）做到“订餐协议有承
诺”“菜品组合有选择”“就餐场所有宣传”

“餐饮单位有培训”“服务人员有提醒”“剩
菜剩饭有打包”等“六有”。签订团体用餐
协议时，双方应在协议中承诺不铺张浪
费，文明、节俭举办宴席等内容；餐饮服务
单位要将制止餐饮浪费理念纳入团体用
餐菜单设计中，按照用餐人数合理配置菜
品、主食；餐饮服务单位要在就餐场所内
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制止餐饮浪费宣
传画、宣传标语等；餐饮服务单位要将珍
惜粮食、反对浪费纳入对从业人员的培训
内容；服务人员主动对消费者进行制止餐
饮浪费提示提醒；对餐后剩余的菜品、主
食，服务人员要主动提醒用餐人员打包带
回，餐饮服务单位提供剩菜打包服务。

传承人文力量涵养家国情怀
——多地群众端午节庆扫描

安徽建立制止餐饮浪费长效机制

“光盘行动”要持之以恒
杨光

缅怀
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

传承
在发展中永续家国情怀

弘扬
在传播中坚定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