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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明相伴，和幸福同行。
近年来，安徽省滁州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培育时代新人、弘
扬时代新风重点任务构建起职责明确、互动紧密、
优势互补的协同育人机制，为滁州文明培育高质
量推进注入了强劲动能。

德润校园 桃李沐春风

“让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为中华之崛起而
奋斗，让我们涵养自信自强，为自己的梦想而
奋斗……”2023年8月23日，第四届长三角青少
年文明实践行活动在天长市结营，这是滁州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生动实践。

滁州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各环节。各校
常态化开展“童心向党”“向国旗敬礼”等主题活
动，结合“七一”建党纪念日、“十一”国庆节等节点
开展以“读一本红色家书、看一部红色电影、唱一
首红色歌曲、听一个红色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传承
红色基因“四个一”系列活动。

滁州市各中小学校通过主题班会、团（队）会，
设立宣传栏，电子屏滚动播放等方式深入开展“新
时代好少年”评选和宣传。截至目前，全市有各级

“新时代好少年”1.2万人，其中3人获评安徽省
“新时代好少年”。广泛开展“强国复兴有我”“我是
文明小使者”等主题童谣、书画、视频作品征集活
动，促进未成年人向上向善。

各校广泛举办“我们的节日”“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结合文明创建活
动培育“十佳”校园活动项目品牌。截至目前，全市
共有全国文明校园3所、安徽省文明校园12所、
滁州市文明校园167所，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实现
全覆盖。

文明家庭 喜奏和谐曲

一个个文明家庭的出现，让群众学有榜样、做
有标尺、干有方向、赶有目标；一个个家庭的和谐
幸福，引领带动千千万万个家庭和睦相爱，形成相
亲相爱、向上向善的家庭文明新风尚。

滁州市制定了《滁州市文明家庭创建和推选
办法》《滁州市文明家庭激励与管理办法》，夯实文
明家庭创建基础。在全市79个社区设立新时代家
庭观宣传栏，开展“我的新时代家庭观”主题征文，
发放《贡献新时代“家”力量》倡议书1.1万份。目
前，文明家庭越来越多，“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绿
色家庭等特色创建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全市共
有全国文明家庭1户，安徽省文明家庭3户，市级
文明家庭464户。

依托社区家长学校、妇女之家等平台打造“亭
城家话”品牌；通过“皖东父母大课堂”“幸福家庭
大学堂”，邀请教育领域专家开展讲座218场次，
普及科学家教理念，提供多元指导服务，推动构建
和谐亲子关系。组织好家风好家训宣讲、家庭先进
事迹宣讲等1500余场，在全市掀起学习传承良好
家风的热潮，营造了争创文明家庭的浓厚氛围。全

国文明家庭赵靖家庭参与“文明家庭进社区”等活
动30余次；安徽省文明家庭陈贤家庭常常参与

“贤话家与法”公益法援志愿服务项目。

选树榜样 潮起新风尚

滁州市坚持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事
例感染群众，深耕文明的土壤，传播文明理念，将
选树“身边好人”作为深化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建立“月推
选”工作制度，从乡镇、企业、学校等抓起，健全重
大典型会商评估机制，促进选树工作不断延伸。

皇甫山“新愚公”高青旺一家四代、扎根边疆
的全国道德模范陈贤、扎根乡村的“文艺轻骑兵”
王祖道、乡村退休教师严明友，一个个滁州人身边
的榜样成为奋进新时代的航标。

在当地主流媒体平台开设专栏，2023年以来
刊发（播）好人模范先进事迹125篇。在公园、广场
设立好人模范公益广告，建设好人馆、好人墙、好
人长廊、好人工作室等一批宣传阵地。

滁州市文明办组建“好人”宣讲团，开展“举旗
帜·送理论”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宣讲190余场，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023年，滁州市高质量承办“中国好人”工作
推进会和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活动。

截至目前，滁州市有7人获评全国道德模范或
提名奖、20人获评安徽省道德模范或提名奖，100
人获评“中国好人”、159人获评“安徽好人”。见贤
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新风尚在滁州涌起。

2023年8月，在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
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一周年之际，天津市河北区
策划成立好人（文明单位）联盟。回望来时路，一
帧帧繁花之景，为河北区精神文明建设留下生动
注脚；一组组硬核数据，为河北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打开新局面。好人（文明单位）联盟以走在前、
做示范的担当，从前期的夯基垒台到中期的全面
推进，现已在宣传、协调、组织、服务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当好宣讲员，让正能量获得大流量、高声量。
河北区坚持面向全市、面向基层，宣讲理论政策，
成立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汇集天津美术学院等
高校、天津市第三十五中学等中小学思政教师、社
区五老等资源，制定理论宣讲计划，每周一课，聚
焦党的二十大精神，广泛深入宣传解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开展道德教育，使好人（文明
单位）成为一个个行走的价值观、鲜活的正能量。
挖掘文明单位天津美院、邮政河北分公司以及各
街道文化中心等平台资源，建设“五爱”教育阵地，
开展《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

当好协调员，让解民忧更加接地气、聚人气。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联盟积极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在面对社会矛盾和问题时，联盟成员发挥协调和

“前哨”作用，加强与政府部门、社区组织、企事业
单位等沟通协作，开展政策宣传、矛盾调解、民情
征集。联盟以好人社区为阵地，把百姓茶空间、善
邻亭作为联盟成员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成为好
人听取居民意见、居民邻里间增进了解的阵地平
台。联盟成立以来，听群众说事并采集“微心愿”

37项，参与群众议事11次，协调推动或解决群众
关注问题45项。市级文明单位河北区人民检察院

“阳光·冰凌”工作室以《“未”爱护航》法治节目等
形式，组织开展青少年德法宣传241次，推动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当好教导员，让志愿服务“人从众”、火出圈。
联盟成员来自各行各业、覆盖面广，共同致力于文
明风尚引领，高品质完成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项目。联盟有为 2000余对老人圆了浪漫“婚纱
梦”、为3万余人次义务理发的枫叶正红老年志愿
服务队，有资助150多名贫困学生、举办义演300
多场的春晖文艺志愿者团队，也有服务时长超过
5200小时、服务观众20万人次的觉悟社志愿者
团队，他们持续提供多样化、常态化、便利化的志
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更多人践行志愿
精神。

当好组织员，让评选机制有活力、创特色。全市
模范好人、文明单位积极参与河北区各类活动，实
施联盟成员直接推荐机制，联盟成员可以直接推荐
非联盟成员入库河北区好人库，建立推荐区级以上
文明单位等推荐渠道，健全优化联盟成员管理办法
和组织架构。联盟成立前，河北区好人库有好人
319名，成立后，河北区有各级先进典型630名。目
前，全区注册志愿者增至15万人，志愿团队有864
个，有优秀志愿者20名、优秀志愿服务团队16个、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11个，文明实践队伍还在不断
持续壮大，好人扎堆的势头逐渐形成。

当好引导员，让实践活动升腾文明范、烟火
气。联盟积极引导成员和单位开展服务他人、奉献
社会的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项目策划水平和

活动开展深度不断提高。强化“好人+文明实践”
“文明单位+文明实践”模式，先后策划“萌娃自习
室”“共享奶奶”等十余个品牌文明实践项目，联盟
成员单位组织6000余人次参与活动。积极为河北
区代言，制作策划相关短视频、公益广告等300余
个，着力推动形成文明和谐、美美与共、群众欢迎
的“齐美”社会氛围。

当好宣传员，让身边榜样传递好声音、好故
事。持续厚植道德力量，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组建以道德模范、“天津好人”等23名先进
典型为主的好人宣传团，在好人工作室开设“好人
讲堂”，坚持每月一课，重点讲述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的榜样故事。建设好人广场、好人墙、好人楼门
等好人文化阵地，让好人事迹成为群众看得见、感
受得到的具体形象。

当好服务员，让惠民利民变得实打实、心贴
心。以解决群众关心事、烦心事为重点，策划组织
全市首个“好人文化节”惠民品牌。联盟骨干成员
在社区开展善邻留影、翰墨送福、孝老年糕、爱心
义诊、非遗展示、重阳义剪等志愿服务项目，在惠
民集市现场为群众免费磨剪子、戗菜刀、剪发、提
供法律咨询等。

当好联络员，让城市发展彰显精气神、软实
力。联盟成立以来，通过以好人文化会友、聚力、兴
业，讲好河北故事，推动河北区成为“诚信之地”，
以多种方式服务经济合作和招商引资。联盟组织
开展“我为营商环境作贡献”活动，联盟内好人和
文明单位向全区提供招商引资信息，积极促成合
作，推动全区20余个项目落地，引进企业十余家，
为河北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在云南
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东山乡新民
村各西自然村，有一位妻子，丈夫车祸
受伤高位截瘫十多年不弃不离、尽心照
顾，扛起了所有的家庭重担。她就是于
应香。

2006年 10月的一天，于应香的丈
夫麻有和骑摩托车回家时不慎摔进深
沟里，腰椎断裂，下肢瘫痪。受伤的丈夫
需要医治，嗷嗷待哺的女儿需要照顾，
家里的牲畜和庄稼需要照管……重担
压得于应香喘不过气来。

风雨飘摇，她用瘦小的肩膀支撑起
了一个家。哪怕到各大医院得到的都是
其夫无法再次站立的答案，于应香依然
不放弃救治。

辗转了不少医院，医生都建议她
带着丈夫回家做康复治疗，于应香这
才放下执念。缺乏康复器具，于应香就
请邻居做了木头支架。每天除了为他
洗漱翻身擦拭，还要扶他在支架上做
康复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
然麻有和还是无法站立，但慢慢地已
经能翻身甚至下地挪动。

日出而作，日落还作。每天从清晨
到深夜，家里家外都是于应香忙碌的身
影。看着妻子，麻有和深感自责，几度萌
发轻生的念头或者吵着要离婚。

于应香认为，这是他心疼自己而说

的气话，所以并不生气，反而轻声细语
地安慰：“赌气的话你不要再说了。今
后，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就不会放弃
你。你也不要放弃自己。”

长年卧床，麻有和不知道外面的事
情，于应香回来就和丈夫分享当天的所
见所闻。在妈妈的影响下，女儿每天放
学回家，就趴在爸爸床边，叽里呱啦说
个不停，给爸爸解闷。

在两人努力下，麻有和也积极开朗
起来，依靠着两个板凳代步行走的次数
也越来越多，吃药、吃饭等力所能及的
事，他都自己做。

在于应香的鼓励下，麻有和重拾工
具，开始编簸箕。她砍竹子他编织，她递
工具他敲打，就这样，曾经自我放弃的
人手里有了活，眼里有了光，每天靠着
两个5厘米高的小凳子，不停“旋转”在
编簸箕的事情上，在编织中找到了自我
的价值，还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身
体好的时候，他两天能编一个，一年能
挣一两千元。

夫妻俩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如
今，麻有和面色红润，积极乐观，女儿
也长大成人，完成学业。房屋也在党
委政府和亲朋好友的帮扶下，粉刷修
缮一新。牲畜也多了起来。一家人靠
着双手和政府的补贴，日子过得安稳
而幸福。

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
毛。笔者初见夏文仙是在她位于青海省
海东市民和县古鄯镇的家中。只见她端
坐在绣架前，手拿着针，向前锥、向左
拉，动作娴熟。

就是这位身有残疾的姑娘，用一双
手织就了美丽人生。2023年，夏文仙的
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我有如今的成就，多亏了父亲教
会我自立自强！”夏文仙说。

夏文仙的父亲夏明德因患小儿麻
痹症而无法正常行走，但残疾并没有打
垮他上进求学的心。1984年，高中毕业
的夏明德来到夏家河村任教。这一教，
就是三十多年。

“无论刮风下雨，他总是第一个到
校最后一个离校。”夏文仙回忆道。30多
年来，这个小村庄走出了许多大学生，
其中离不开夏明德的付出。夏明德用实
际行动教育着孩子们，“在父亲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坚强和坚持。”夏文
仙说。

夏文仙双腿先天性残疾，但有父亲作
榜样，她没有气馁，保持着坚强和乐观。

“初中时，上学走的都是山路，最害
怕下雨下雪天。”夏文仙说，每当下雪，
母亲拿着铁锹在前面铲着厚雪，父亲一
瘸一拐地跟在后面，拿着扫帚清扫没有
铲干净的积雪。腿脚不便的父亲总是滑
倒，但是他总是向孩子们不在意地笑

笑，掸掸泥土继续干。
“明明每天天还没亮，别的小朋友

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出发了，
而我却总是最后一个到学校，也拖累着
哥哥迟到挨罚。”夏文仙说。

进入高中，夏文仙因病情恶化辍学
在家。

2010年，在家休养的夏文仙在母亲
的影响下开始学刺绣。

2019年，夏文仙绣了一幅宽1.5米、
长3.5米的作品《琴棋书画》，引起了夏
家河村第一书记王小玉的关注。王小玉
替夏文仙报名参加青海省残疾人职业
技能竞赛。

在竞赛中，夏文仙获得了刺绣项目
第一名，在手工类作品展中获得一等
奖。夏文仙坚定了走刺绣之路的信心。

2020年4月，夏文仙注册成立了民
和仙秀刺绣有限公司。在村党支部的帮
助下，通过支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
式，带动夏家河村及周边村社300余人
学习刺绣。

这些年，有很多留守妇女慕名而来
学艺，夏文仙都倾心帮助。现如今，这些
留守妇女能够在照顾家庭之余挣钱补
贴家用。

曾经，父母是夏文仙的榜样，他们
用实际行动告诉夏文仙要坚强，要自
信，要努力。如今，夏文仙成为了更多人
的榜样。

她坚守医务一线，用白衣作战袍，
用初心践使命，获评全国红十字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江西省“救在身边·最
美救护人”、吉安市第一届“好护士”等
荣誉。

她叫邹卫红，是江西省吉安市中心
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吉安市南
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副队长。

邹卫红是一名农家子弟，从小就想
着为父老乡亲做点实事。1994年卫校毕
业参加工作后，秉承着南丁格尔的理想
和信念，以微笑和耐心对待每一位病
人、做好治病救人的每一项工作，做到
医者仁心、无愧初心。

面对每一个病患，在日复一日单
调而忙碌的护理工作中，她总是洋溢
着春风般的微笑，为那些幼小或脆弱
的生命，焦灼、忐忑的家属们注入热情
和希望。

自1994年卫校毕业参加工作以来，
在护士岗位上尽力竭力，一切以病人为
重。工作几十年，邹卫红坚持学中干、干
中学，不断积累经验、提升专业水平，成
为“一扎准”的高手。患者家属夸赞她是

“最美白衣天使”。
用善良和真诚，成为新时代的最美

“救护链长”
工作之外，邹卫红是一名热心公益

的人，积极参与公益宣传、社区义诊、扶
贫济困、无偿献血等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服务时长达1600小时。

在吉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
她积极响应社区号召，参加了“卫小二”
志愿服务活动，每周一次参与卫生大扫
除。在服务社区居民时，她主动公开医
务人员身份和电话号码，邻居们有个头
痛脑热的来找她时，她还把当医生的丈
夫叫上，夫妻齐上阵。

她还经常联系同事们到社区、敬老
院进行义诊和健康科普，帮助社区居民
做基本体格检查、疾控知识宣传、健康
指导等。

有一次，在武功山羊狮慕景区旅游
时，偶遇一位游客摔伤，她毫不犹豫上
前，判断伤情后就地取材为伤者固定、
包扎，让这位游客伤情得到妥善处置。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医路上，邹
卫红对党和人民无限的爱，激励她始终
站在时代前沿，视工作为生命，待患者如
亲人，就连业余生活都是满满的“公益
行”，用白衣战袍诠释着“巾帼担当”、书
写着新时代“最美”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深耕文明沃土滋养滁州气质
——安徽滁州市大力推进文明培育工作

◎ 刘超任燕吴宫陈瑞

走在前做示范 当好“八大员”
——天津市河北区好人（文明单位）联盟积极发挥作用

◎ 津文

邹卫红：
白衣作甲爱心一路

◎ 邹清华

夏文仙：
好家风才是我最大的财富

◎ 赵新秋

于应香：
瘦瘦的肩膀大大的力量

◎ 陈治学

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街道京汉旭城社区“诚信企业进社区”主题活动热闹“营业”。社区通过市集的形式，将接地气、聚人气、冒热气的服务送到居
民身边。图为居民参与社区便民服务市集。 石小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