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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近年来，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全国广大农

村深挖当地文化资源，不断传承和发展乡村

本土优秀文化，以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添劲

赋能，培育文明乡风，激发广大农民投身乡村

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擘画希望田野上的

诗意画卷。

B3 乡风文明

“微火”成炬，燃梦大运
——暖心志愿服务让成都大运会更精彩

◎ 本报记者李林晅袁矛

“给受灾学生发补助”
是鲜活的道德教育

赛场外的火热与精彩

8月2日，在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成都
SKP城市志愿服务小站里坐满了市民、游
客，大家有序领取盖有成都大运会18个竞
赛项目印章的卡纸。一旁的城市志愿者们一
边维持现场秩序，一边将成都大运会宣传册
发放给已经盖完章的市民，认真介绍着成都
大运会。

“我们这个城市志愿服务小站处在商圈，
周边有环球中心、成都SKP等商场，旁边就
是锦城广场东地铁站B口，人流量大，国际友
人也比较多。”成都SKP城市志愿服务小站
负责人、志愿者陈茜告诉记者，该小站由中
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的30余名青年志愿
者负责，主要为市民、游客提供赛事咨询、语
言服务、文明宣传、文化传播、交通指引等志
愿服务。

整个志愿服务时段，成都SKP城市志愿
服务小站的志愿者们还做了不少暖心的小
事：下雨了，没带伞的上班市民找到城市志愿
服务小站求助，志愿者们递上爱心雨伞；近段
时间天气炎热，志愿者们将一瓶瓶爱心矿泉
水送到守护大家出行安全的交警手中。空闲
时，志愿者们也没闲着，他们走到共享单车停
放点，将倒在路边的共享单车扶起放好，将道
路两侧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搬离……

在成都，这样的城市志愿服务小站有
1000余个，遍布在大运场馆周边、公园绿道、
商圈景点、交通枢纽等重要区域和11条大运
主题特色精品线路点位。上万名城市志愿者

用专业的精神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民咨询、
赛事推广、城市宣传等城市志愿服务，向市
民、游客讲好大运故事、成都故事。

“我所在的城市志愿服务小站就在武侯
祠旁边，主要为市民、游客，还有参加成都大
运会的运动员、代表团官员们提供票务咨
询、旅游咨询等。”今年25岁的向昱松是武侯
祠城市志愿服务小站的一名城市志愿者，对
于自己能够成为成都大运会志愿者队伍的一
分子，他感到非常幸运，也很快乐。他说：“虽
然我不在赛场内服务，但能够以另一种方式
在赛场外用暖心服务让市民、游客感受到热
情和关爱，我很自豪！”

以饱满的热情坚守岗位

起身疾跑、单膝下蹲、双手擦拭，整个过
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完成这套动作的并
不是任何比赛项目的运动员，而是成都大运
会排球赛场上的“快擦手”志愿者，他们蹲守
在场边，时刻准备着在死球时“闪现”赛场，
将运动员留在地板上的汗水擦干，避免球员
因为场地湿滑出现失误和伤病。

“‘快擦手’每次擦拭大概需要在6至8秒
内完成，并且不能碰触到运动员，要求‘快’

‘准’‘稳’。除了‘快擦手’，FOP区场地还有担
任捡球、翻分等工作的志愿者。”担任西南交
通大学排球场馆中心竞赛技术运行助理的志
愿者舒士轩头头是道地向记者讲解着，作为
组长，他需要精通“快擦手”“捡球员”“翻分
员”等组内所有志愿岗位的工作内容。

“我们从5月份开始进行通识培训和专

业培训，后续又开展了多次岗前演练，以及2
次全要素综合演练，打牢了专业志愿服务基
础。”舒士轩告诉记者，他是国家一级排球运
动员，也有过全国比赛的经历，这次大运会
志愿者经历给了他全然不同的赛事体验和感
触，“以前是作为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在身份
转变，让我能全方位、全视角地了解一场比
赛是如何运行的。”

一场体育赛事能够顺利进行，每个关键
的“齿轮”都不能少。为保障赛事的顺利进
行，志愿者们一点也不比运动员轻松。而随
着赛程的不断推进，志愿者们不但没有松
懈，反而还在不断进步，始终以饱满的热情
坚守岗位、履行职责。

“自上岗以来，我们不断预设服务场景，
持续优化服务内容，争取每天都以最好的状
态站好每一班岗，为体操场馆的每一名运动
员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来自四川旅游学院
的志愿者鲁湘月说，她明亮的双眼里充满了
热忱。

作为东安湖体育公园体操场馆中心代表

团服务助理，鲁湘月除了完成向代表团提供
陪同、引导、联络等志愿服务的本职工作外，
还需要熟记体操场馆每天的运动员班车车辆
往返信息，了解场馆内的媒体通道、观众通
道、技术官员通道、非本项目运动员观赛通
道的通行情况等。“在志愿者培训中，我们还
学习了体操术语的英语表达、体操比赛的相
关规则，也了解了体操场馆内其他志愿服务
岗位的工作内容。”鲁湘月说，培训为她和志
愿者伙伴们能够协同合作、做好整个场馆的
志愿服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一直致力于扎实有效地做好志愿
者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志愿服务的质量和水
平，增强志愿者和各个工作团队的业务衔接
能力。”人力资源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志愿者
协调调度组副组长吴疏雨说，“在经过系统
化的通识培训、专业培训、岗前演练、专项强
化培训后，2万名赛会志愿者集结成为一支
有态度、有温度、有高度的志愿者团队，以青
春的笑脸、专业的技能，为成都大运会的顺
利举办贡献青春力量。” （下转A2版）

文化赋能

擘画希望田野上的

诗意画卷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中央宣
传部近日下发通知，公布2022年全
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
项目、优秀团队、服务标兵名单。

2022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着眼于促进农
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
全面发展，紧密结合实际，精心安
排部署，引导动员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三下乡”活动，涌现出一大
批扎根农村基层、服务群众需求
的先进典型。

此次公布的示范项目、优秀团
队、服务标兵，涵盖创新理论宣讲、
农村文化建设、科技助农兴农、健
康义诊服务、法治宣传教育等领
域，工作成效好、群众认可度高、示
范作用强，充分展现了“三下乡”活
动的进展成效。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以此次公布 2022 年全国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
目、优秀团队、服务标兵名单为契
机，及时总结来自基层的鲜活经
验和创新做法，发挥示范项目、优
秀团队、服务标兵辐射带动作用，
激发更多力量参与“三下乡”活
动。要把推动“三下乡”活动常态
化长效化与学习运用浙江“千万
工程”经验结合起来，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进一步整合服务资
源、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举
措、提升服务质量，推动“三下乡”
活动在造福群众上取得实实在在
的进展。要加大宣传力度，综合运
用新技术新平台新渠道，充分展
示“三下乡”活动的火热实践、亮
点成效，生动反映农民群众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乡村振兴的崭
新气象，动员和激励广大干部群
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积极投身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

两部门部署开展文艺助力
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中国文联、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强基工程”——文艺助力
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2023—2025年）实施方案》，
要求组织动员万名崇德尚艺、甘于奉献的文艺志愿者
深入基层、扎根群众，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
务，结对子、种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断夯实基层
精神文明建设基础。

据悉，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主要围绕丰
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基层文艺创作和生产、培训基
层文艺人才、开展文艺支教志愿服务等4方面任务进行，
着力用文艺形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提升文艺服务基层、
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同时引导文艺工作者在倾情奉献
中提升自我，促进文艺界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

根据实施方案，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
以结对共建为主要方式，把文明实践之所需与文艺志
愿服务之所能结合起来，按需匹配文艺志愿者，精准结
对、有效帮扶。文艺志愿者每年确保一定时间和频率深
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常态化开展工作。各全
国文艺家协会、省级文艺家协会积极倡导和组织协会
会员发挥专业优势，打造示范项目，每年办好一系列文
艺活动，完成一批文化项目，通过3年努力，使结对帮
扶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现文艺新活力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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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受台风影响，全国多地遭遇极端罕见
强降雨，持续降雨引发洪涝等灾害。防汛形势牵
动人心，多所高校发通知，给受灾学生发放临时
困难补助。比如武汉大学根据学生及其家庭具
体受灾情况核定，补助标准为一等3000元、二
等2000元、三等1000元，补助对象为家庭受灾
严重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含 2023级大一新
生）。研究生可由本人或辅导员提交临时困难申
请，经学院审核后，学校将依据学生家庭受灾和
经济困难情况发放补助。

编辑点评：据报道，从南到北，从部属高校到
地方高校，多所高校相继发声：受灾学生可向学
校申请补助。有的高校不限于台风灾害，遇到各
类紧急灾害、突发事件的学生，也可向学校提出
紧急灾害专项救助申请。有的学校已启动受灾学
生摸排工作，并开设“绿色通道”，争取以最快速

度，做到“全力排查，发现一例，报送一例，资助一
例”。这一行动热潮，是对“灾害无情人有情”的再
次彰显，充分体现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

高校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不可或
缺的社会责任。高校给受灾学生发补助，是在用
实际行动为学生排忧解难，体现了一种人文关
怀。对于受助者来说，尽管学校的补助资金有限，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受灾学生的学习生活
需求，帮助受灾学生家庭缓解了一定的经济压
力。从学校的角度来说，给受灾学生发补助，虽然
额外支出了一笔经费，但能让学生感受到学校的
关爱，也能在学生心中形成一种美好的集体记
忆。高校与学生“风雨同舟”，也是一次鲜活的道
德教育。爱心从学校传递给受灾学生，其他学生
同样能感受到学校的爱心，学生日后也可能将爱
心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样的爱心传递，也体现出
道德教育的重要价值。

8 月 8 日，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圆满闭幕。

在这场世界瞩目的青春盛会中，无数精彩时刻被历史印记。其中，一群热情洋溢的成

都大运会志愿者感动了无数人：他们用言行讲述着温暖的中国故事，用热忱服务展现

着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用热情微笑架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沟通

的友谊桥梁，传递城市温度，展现城市文明形象……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头脑、知

识、爱心，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

本报讯（记者 王露）为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七夕
节文化内涵，8月8日，一场以“七夕文化
的内涵与时代价值”为主题的研讨会在
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举行。

此次研讨会是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
设办公室主办，中共南充市委宣传部、南
充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蓬安县
委、蓬安县人民政府承办的“情满巴蜀·
浪漫蓬安——我们的节日·七夕”四川省
示范活动的主体活动之一。

研讨会上，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
结合学术研究与工作实践，围绕七夕节
日的渊源、发展轨迹、历史特征及其当代
创新性发展方向探索；七夕文化内涵：大
中华民俗传统与各地域民俗文化传承研

究；中华礼乐文明视野下七夕文化的历
代认识史、研究史与新时代的文化解读；
七夕与中华爱情文化主题及其在中国婚
姻伦理中的价值等四大范围，从不同层
面、不同角度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近年来，四川省持续推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自2019年起，
由省文明办牵头，在各地各部门的支持
下，四川省已连续举办了18场“我们的
节日”全省示范活动，不断赋予传统节
日新的时代内涵、新的时代表达、新的
时代活力，使之真正成为丰富人民精神
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盛宴，
让广大干部群众切身感受传统节日的
独特魅力，从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厚滋养，不断增强奋进前行的精神
力量。

四川举办
“七夕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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