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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拂润百姓心底
——北京市顺义区多举措凝聚精神文明建设硬核力量

宋敏
成都推进
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
助力大运会举办

新华社成都7月26日电（记者 尚文意 邢
拓）记者26日从成都大运会城市宣传系列新
闻发布会“绿色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
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专场上了解到，近年来，
成都全面推进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为第31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举行夯实城市生态
本底。

成都市公园城市局副局长谢玉常在会上
表示，成都在公园城市建设的进程中，坚持生
态惠民、共建共享，持续大力开展生态惠民
工程。

一组数据可以展现生态惠民成果：五年
来成都新建各类公园110个，新增公园面积
2.4万亩；累计建成“回家的路”社区绿道521
条；累计建成 490 个“金角银边”示范场景；
累计新增“最美阳台”立体绿化面积120万平
方米，今年创建最美阳台50处、最美社区花
园50个……

大运会的举办也推动了成都一系列绿色
空间建设。据了解，由月季、三角梅、爬山虎
等植物花卉打造的二环路高架桥“空中花
带”和“绿野仙踪”景观将在大运会期间持续
呈现；运用自贡灯会、蜀绣、竹编等非遗传统
技艺，融入太阳神鸟、芙蓉等城市文化元素，
在城市设置“成都欢迎您”“芙蓉锦绣”等生
态雕塑13组，营造青春洋溢、欢乐祥和的大
运氛围。

此外，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成都在兴隆湖等地打造了一批可进入、可体
验的公园城市示范场景，市民、游客可以在兴
隆湖边进行欢乐跑、街头篮球等户外休闲
运动。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曾九利
表示，为推动公园城市示范区规划建设，成都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主要从优化公园城市空
间格局、锚固生态本底、构建公园体系、创新

“公园+”布局模式等方面发力。
“目前，成都市天府绿道建成总里程突破

6500公里，各类公园数量已超过1500个，美
丽成都正在吸引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谢
玉常说。

位于大巴山东段南麓、渝陕鄂交界处的
重庆巫溪县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笔者近日
深入巫溪境内的多个高山村落，一幅幅生产
生活场景映射出巨变——抓住“土”“特”“产”
三个字精准发力山地特色农业，这些高山村
落已经踏上乡村振兴致富路……

兰英乡西安村：
小贝母长成大产业

见到方孝三时，他正和爱人一起顶着烈
日采挖贝母。“我从6年前开始种贝母，陆续
种了3亩地，今年打算挖出1亩已经生长了5
年的贝母。”他告诉笔者，按照目前的行情，大
概能卖上40万元。“加上前两年的收成，这几
年种贝母的累计收入已经有90万元。”

西安村平均海拔约1600米，占据了重山
之间一块相对开阔的坡地。独特的地理条件
和土壤、气候环境，成就了贝母生长。2017年
以来，全村546户村民中，陆续有400多户都
种植了贝母。目前全村贝母种植面积超过600
亩，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贝母种植基地。

西安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庆成告诉笔者，
目前村里已有 7家贝母种植企业和 2家专
业合作社，种植面积占到全村的一半，另一

半则是村民自发种植。今年的行情也非常
好，鲜贝母能卖到每斤350元左右，干贝母
每斤能卖到1300元至1500元。今年全村预
计产出干贝母4吨，产值将超过1000万元。

刘庆成还告诉笔者，这几年每到贝母采
挖季节，各地的商家都会来抢购，每年都是供
不应求，终端客户囊括了潘高寿药业、采芝林
药业等企业。“由于不愁销路，全村的贝母种
植面积还在不断扩大；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现在已经有一半左右的村民在县城买了房。”

尖山镇大包村：
“温饱薯”变身“科技薯”“致富薯”

乘车从巫溪县城一路向西，沿着80多公
里的山路，笔者来到海拔约900米的尖山镇
大包村。临近午时，大包村党支部书记曾有海
正在田间查看马铃薯采挖情况。

随手拾起一个金黄饱满的马铃薯，他兴
奋地告诉笔者：“今年洋芋价格好，平均要卖1
块多钱1斤，加上‘巫溪洋芋’品种产量高，村
民们都乐开了花。”

曾有海告诉笔者，以前马铃薯是巫溪人
赖以饱腹的农作物之一，但由于种植技术落
后，病虫害多发导致产量偏低。如今在重庆市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
技术支持下，产量高、品质优的马铃薯品种不
断被选育，大包村的马铃薯正朝着“亩产
2200公斤以上、农药减量30%”的绿色高效
目标迈进。

“这片土地更不得了，专门做品种筛选，
未来洋芋品质咋样就看它了！”种植基地一
侧，数十块“马铃薯名牌”整齐排列，展示着

“费乌瑞它”“久恩 17”等马铃薯品种的名
称、特性和供种单位。“曾经的‘温饱薯’不
仅变身‘科技薯’，更成为造福一方百姓的

‘致富薯’。”曾有海说，大包村今年种植马
铃薯3000多亩，总产值将超过1000万元。

“我们正大力发展马铃薯深加工，延伸产
业链，增加附加值。”尖山镇党委书记张伟介
绍，目前当地已开发出休闲薯片、土豆粉条、
土豆淀粉等深加工产品。

峰灵镇谭家村：
“北桃南迁”助增收

走进巫溪县峰灵镇谭家村，放眼望去是
一大片茂密的桃树，“黄金桃、蟠桃、映霜红
……现在这座山上有5个品种，从6月到10
月底一直有不同品种的桃子上市。”峰灵镇党

委书记汪大禹指着桃园说，“我们的桃子个
大、质脆、味甜，卖得火。”

汪大禹说，7年前，几位镇村干部到山东
青州考察，发现当地的晚熟冬桃。“峰灵镇海
拔高、日照长，很适合冬桃种植，青州捐助的
冬桃树苗当年就在谭家村530多亩撂荒地扎
下了根。看第一批长势良好，次年我们向全镇
推广冬桃产业。”

“巫溪冬桃平均含糖量超过18%，每斤售
价比夏桃高出5元以上。”谭家村党支部副书
记李天杰介绍，当地按照“每人1股、每亩土
地5股、村集体和农户四六分红”原则，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去年我们村合作社冬桃销售
收入超500万元，村民分红近50万元。”

如今，“巫溪冬桃”已成为谭家村的主打
特色产品，并成功注册“巫溪冬桃”商标；产品
不仅畅销国内，还出口到新加坡等国家和
地区。

“近几年冬桃产业基地不断进行了基础
设施升级，2021 年还建成了‘智慧农业车
间’，冬桃收、储、运效率提升近50%。”汪大禹
说，“下一步我们打算进行农文旅融合的新尝
试，打造集生态种植、旅游观光、产学研融合
发展的现代农业园区，让冬桃产业创造出更
高的价值。”（新华社何宗渝周思宇刘梓桐）

重庆巫溪县：高山村落的乡村振兴剪影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着力打造10分钟便民服务圈和宜居宜业生态圈，建成了一批集文化、生态、健身、休闲功能于一
体的“口袋公园”，既美化了城市环境，又满足了市民多样化需求。图为7月24日俯拍的峡江县“口袋公园”景色如画。 宋靖辉 摄

广东广州市越秀区
让理论宣讲接地气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7月25日，由广东省广州
市越秀区委组织部、越秀区委宣传部、越秀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的点亮“越学·思践”宣讲树暨“新
时代 我来讲”广州越秀区优秀宣讲员大赛颁奖仪
式，在广州市第三中学举办。活动现场为获奖者颁发
奖状，来自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州开放大学、广州
医科大学等学校的教师代表和越秀区属教育系统代
表启动按钮，共同点亮“越学·思践”宣讲树，标志着
校地宣讲联盟正式成立。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越秀区近期举办
了“新时代 我来讲”优秀宣讲员大赛，挖掘、选拔、
培育一批政治素质过硬、表达能力突出、讲好越秀
故事的宣讲员队伍，打造“越学·思践”宣讲品牌，
让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越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静表示：“越秀区
打造培育‘越学·思践’宣讲品牌，构建省市有联动、
区级有主线、各街有特色、社区有活力的立体式宣
讲矩阵，是越秀区在理论宣讲工作中不断结合新时
代、新形势以及群众新期待、新需求，勇于创新、积
极探索出来的新路子。接下来，越秀区将以六大讲
堂为核心，强化队伍、阵地、社会资源等三个维度支
撑，深化‘越学·思践’宣讲品牌，让基层理论宣讲冒
热气、接地气、有人气。”

一城之美，始于文明。一座城市的魅力不
仅在于精致整洁的外在“颜值”，更在于细微
之处闪现的城市内涵。

在文明城市建设这场接力赛中，北京市
顺义区瞄准“人”这一因素，强化思想引领，大
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一股股文明新风拂润百姓心底，
凝聚起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硬核力量。

以法治力量涵养文明

“生活中别贪小便宜，遇事多和家人商
量……”近日，在旺泉街道望泉西里南二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北京卓浩律师事务所律
师向社区居民宣讲法律知识。为了给创建文
明城区添彩，顺义区组织律师开展了助力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法律服务月活动，律师们充
分利用自身法律专业优势，通过法治讲座普
及文明创建、全民反诈、民法典等常识，以案
释法。同时，围绕市民关心的违建拆除、劳动
用工、遗产继承等热点问题，开展法律知识宣
讲和法律咨询服务，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营
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这是顺义区以法治力量涵养文明的生动
实践。今年以来，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顺
义区组织开展了法治宣传活动。顺义区司法
局举办了“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民法典趣
味达人赛活动，邀请顺义区“八五”普法讲师

团讲师以案释法，现场设置了民法典趣味学
法达人打卡墙，吸引了居民驻足留影，烘托
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文化氛围。此
外，还在部分公园开展了“法治游园会”活
动，活动现场以民法典宣传为重点，设置游
戏互动、法治展览、寄语留影等不同主题区
域，让群众在寓教于乐中认识到民法典的重
要意义；牛栏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授牌仪式暨村居
“法律明白人”专题培训会，邀请专业律师授
课，进一步深化了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
建工作，促进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今后，顺义区将继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
和载体，扎实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向各方
延伸，用法治力量涵养城市文明。

让群众乐享“科普大餐”

为传播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思想，提高市
民的科学意识，顺义区精准对接市民需求，不
断创新形式，着力打造市民家门口的科普宣
传阵地，让群众乐享“科普大餐”。

为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向群众宣传保护
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顺义区
生态环境局联合顺义区委宣传部、牛栏山镇政
府开展了“从协议到协力：复元生物多样性”保
护生物多样性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活动，为现
场群众讲解野生动物识别和救助等方面知识。
此次宣传活动对广大群众树立保护环境、保护

动物多样性理念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帮助大
家自觉肩负起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生态环
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和义务。

为增强市民珍惜水资源、爱护水环境的
意识和观念，顺义区水务局在第三十六届“中
国水周”期间，组织工作人员化身志愿者走进
学校现场讲解河湖长制和节约用水知识，并
发放宣传册、知识卡等。随后，开展点位打卡
答题和线上宣传“节水护水”知识点赞等活
动，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参与师生纷纷表
示，通过互动答题学习到了很多相关知识，愿
意成为珍惜水环境、爱护水资源的传播者、实
践者和示范者。

同时，顺义区还注重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和弘扬，通过组织老中医现场义诊，开展手工
制作中药香囊、养生茶品鉴、中医适宜技术及
中医药展示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市民

“沉浸式”体验中医药在医疗保健和“治未病”
中的独特魅力，提升了市民对中医药文化的
浓厚兴趣，助力中医药文化蓬勃发展。

价值引领文明新风尚

举办“做文明市民 树诚信新风”主题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科普实践活动、打造富有生
机活力的文化长廊、组织骑手开展交通安全
及文明配送培训……顺义区突出价值引领，
倡导文明新风尚。

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升市民的文明素养，顺义区科委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了以“做文明
市民 树诚信新风”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科普实践活动。活动现场，老师向大家讲
述了诚信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
深入剖析诚信内容，并且通过真实案例讲解、
反面教材分析让诚信入脑入心。

马坡镇佳和宜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将原本单调、陈旧的凉亭

“装扮”成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长廊，悬挂着
一幅幅宣传海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居民普
及文明创建知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垃圾分类等内容，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居
民在驻足观看学习的同时，将文明理念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居民齐心协力建设美好
家园。

外卖骑手是连接商家和市民的“纽带”，
是为市民提供便捷服务的重要参与者。顺义
区商务局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大对外卖
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力度，进一步规范从业
人员文明配送行为，打造流动的“文明窗口”。
接下来，顺义区将充分发挥外卖平台和骑手
资源优势，持续推行文明配送服务，强化行业
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让文明理念融入城市
肌理，让文明之风吹遍街头巷尾，营造更加安
全、文明、畅通的配送环境。

如今，顺义区精神文明建设在巩固中不
断提高，在创新中不断发展。文明已经成为城
市的积淀，融入城市的底色，为推动全区高质
量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上接1版)
不过，外孙却是王淑军无偿献血的“知情

人”。原来，王淑军总是悄悄利用接送外孙上下
学的机会去献血。有一次，王淑军因为献血小
板而耽误了接外孙放学。看着闷闷不乐的外
孙，王淑军只好向他展示针眼，将“秘密”和盘
托出。“姥姥怎么打针了？”“姥姥是为了帮人
呢！”从此以后，无偿献血就成了她和外孙共同
的“小秘密”。直到有一次媒体记者到王淑军家
采访，王淑军的丈夫看到一沓沓献血证，才知
道妻子原来献过这么多次血。

“外孙和我说，等他两年后年满18岁，也
要去献血！”王淑军笑着说，对于外孙加入无偿
献血队伍的想法，她非常高兴。

坚守初心不动摇

如今，王淑军已超过献血年龄上限。回忆
起最后一次献血的经历，她记忆犹新。2020年
6月9日，还差两天就满60岁的王淑军再次登
上采血车。“这是我最后一次献血，我得珍惜机
会。”王淑军说，当时她的女儿身患重病，需要
人照顾，尽管每天奔走在家和医院之间让她十
分疲惫，但她还是献了最后一次全血。

21年来，王淑军累计捐献全血1.2万余毫
升、血小板60个治疗量，合计献血2.4万余毫
升。但她却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众人
之力才能点亮生命之光。她把无偿献血形容为

“一场爱心接力跑”，她得把接力棒传递下去。
献血年龄有上限，但宣传无偿献血的努力

无上限。因为超龄不能献血的王淑军没有停下
来，而是在小区里、校门前、菜市场向人们宣传
无偿献血。“献血前不需要特意补充营养，只需
要休息好，饮食清淡即可。”“献血累计满1000
毫升的献血者终身免费用血。”如今的王淑军，
只要有时间，就会向身边人宣传无偿献血。为
此，她还总结出经验：“如果对陌生人直接宣传
无偿献血，他们肯定会比较抵触，但通过聊天
的方式宣传，更容易被接受。”

“献血会感染疾病吗？”“献血影响生育
吗？”对于大家的疑问，王淑军总是以自己为
例，耐心为大家解答。“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普
及正确的无偿献血理念，更好地为无偿献血
者提供服务。”王淑军骄傲地表示，“许多朋友
第一次无偿献血，都是在我的宣传和鼓励下
完成的。”

多年来，在王淑军影响下，有近300人陆
续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王淑军告诉记者，她
还计划捐献遗体，让奉献不因生命结束而
停止。

在得知自己获评“中国好人”后，王淑军有
些不好意思，她再三说：“我只是个普通人，没
有多大的本事，能够通过献血帮助他人是我的
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