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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乡村新风尚引领发展促振兴
——石家庄市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 石文

曹县汉服“火出圈”的背后

新闻集装箱

（上接1版）

抵制赌博游戏
实施“健康娱乐”行动

在培育健康生活方式上，将引导市民培养积极
向上的兴趣爱好，广泛开展绿色生活科普宣传；引
导市民减少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自
觉抵制过度消费、过度包装等不良行为。开展“节俭
养德全民节约行动”，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坚持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传承弘扬
红岩精神，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温润心灵、启迪
心智、引领风尚。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公共
文化设施与居民生活圈融合，丰富文化服务供给，
让群众能够就近就便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此外，还
将开展送欢乐到基层、文化进万家等活动，打造渝
版“村歌赛”“村BA”，推广乡村“村晚”，打造共有精
神家园。

深化网上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实施“渝见网络
文明”计划，深入开展“清朗”“剑网”“清网”“网上扫
黄打非”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造谣诽谤、网络
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良好网络秩序。

抵制冷漠自私
实施“渝见有礼”行动

“渝见有礼”行动将深化文明礼仪养成，深入实
施《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开展文明养犬等

“小案小事”专项治理行动，持续推进“吃得文明”
“行得文明”“游得文明”等系列主题活动，引导人们
知礼节、明荣辱，说文明话、干文明事、做文明人。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建立“乡贤评理堂”“小马
工作室”等阵地平台，及时排查化解邻里纠纷。

大力实施“德耀巴渝·志愿重庆”行动，引导人们
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
对于空巢老人、困境和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群体，常
态化开展扶弱济困、健康义诊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深入开展“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倡导“邻帮邻、
户帮户”，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

深化“家风润万家”活动，通过辅导授课、知识
竞赛、互动游戏等方式，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和法律
法规，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
文明观念，组织“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好公公、好
婆婆”等评选，引导城乡居民评家训、晒家教、育家
风、传家规，改陋习、树新风。

据介绍，“春风满巴渝”社会风气提升行动将与数
字文化、数字文明建设相融合，紧密结合精神文明五
大创建和重庆人文之城建设，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坚持“法德结合”也是行动的一大亮点。行动将
坚持把社会风气建设要求融入社会治理、行业管理
之中，贯穿到司法执法各个环节，依法惩处严重突
破道德底线的失德失信行为和行为失范、欺诈蛮
横、消极冷漠等社会丑恶现象，以法治的力量引导
人们向上向善。 （《重庆日报》张珺）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积极响应国家关
于乡村振兴的号召，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培
树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通过摒弃
陈规陋习，树立新风正气。经过一系列扎实有
效措施，石家庄市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出
勃勃生机。

在石家庄各个村镇，移风易俗工作已经成
为一项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任务。4月12日，
在赵县高村乡北王村，映入眼帘的是宣传栏上
张贴的移风易俗宣传标语和漫画，内容涵盖了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等多个方面。文
化墙上则绘制着生动的图案和文字，以通俗易
懂的方式向村民传递着文明新风。

据了解，该村积极利用宣传栏、文化墙、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宣传阵地，广泛宣传移风易

俗的重要意义，推动红白理事会各项制度。同
时，印刷宣传明白纸，通过党员干部及各氏家
族族长发放到户进行讲解等形式，教育引导群
众转变观念。该村还通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开展文明祭祀宣传，破除焚烧纸钱、燃放鞭
炮等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殡葬新风。

在推进移风易俗过程中，石家庄市还注重
发挥红白理事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这些组织
在推动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在晋州市李家庄村，“请客不收礼、节俭
办宴席”蔚然成风的背后，是当地扎实推动形
成村规民约、制度规范。近年来，李家庄村不仅
注重硬件建设，更加注重移风易俗、改变陈规
陋习，制定了《李家庄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
事会，投资修建了婚宴大厅，供村民免费使用。
与此同时，本村村民红白事都受到红白理事会

监督，遏制了办理丧事中铺张浪费、大操大办
的歪风。

婚事新办，喜事简办。2016年起，藁城区大
力推行移风易俗工作。只照村党支部书记赵进
良介绍，每年村里会通过村民议事会集中组织
开展村规民约的修订活动，对突出问题进行综
合分析研判，对红白事的操办提出新要求，鼓
励村民崇尚节俭之风，推进移风易俗。不仅只
照村，目前，藁城区207个村（居）都制定修订
了村规民约，各村依照本村村情制定了相应的
红白事操办标准，对席面规模、用车数量、办事
天数、待客范围、仪式程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在移风易俗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创新
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3月 27日，在新乐市
南双晶村，村民冯茹说，村里开设了“道德积
分银行”，从移风易俗、环境卫生、敬老爱亲、

热心公益等方面进行量化积分。“道德积分银
行”这一模式推行后，村民都积极地参与到乡
村治理中来。

据了解，南双晶村“道德积分银行”设在
村“两委”办公场所，由村“两委”具体负责。同
时，组建道德评审委员会，为每户建立积分存
折，将村民德行善举量化，转化为积分累积储
存，让有德者脱颖而出，成为乡邻效仿的道德
标杆。

如今，在石家庄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婚丧
嫁娶简办、厚养薄葬等文明新风已经深入人
心，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同时，乡村环境也得
到了极大改善，村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
升。今后，随着更多创新举措的推出和落地，石
家庄市的乡村文明建设必将取得更加显著的
成效。

“曹县马面裙供不应求”“大学生回曹县
卖汉服”“曹县汉服走向全球”……一段时间
以来，山东省曹县汉服持续受到关注。

记者近日来到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与
这里的干部、企业家、返乡创业青年、农民
深入交流，对汉服流量井喷的缘由有了新
的认识。

电商经济让农村产业触网远销

走进曹县大集镇，道路两旁的门面房鲜
有空置，布料销售、服装制版、剪裁缝制、数
码印花、快递物流等商铺密密麻麻，绵延数
公里。得益于十多年的演出服产业发展，曹
县以中小企业为单元，形成了精细完备的市
场分工。

“曹县常住人口超过135万，是山东人
口最多的县之一，曾是山东劳务输出第一大
县。十几年前，村民带着生产的影楼服、表演
服等四处奔走推销，虽然有一定销路，但市
场份额不高，直到不经意间打开电商的大
门，服装产业迅速崛起。”大集镇孙庄村党总
支书记孙学平介绍。

农村墙面上，“网上开店卖天下，电商服
饰富万家”等标语，替代了过去的“不恋家乡
三分田、外出打工挣大钱”“一人外出打工、
全家脱贫致富”。在电商作用下，曹县服装销
售发生转折性变化，不仅建成服装加工完整

产业链，还在近年来快速占据国内汉服市场
四成份额。据统计，2023年曹县汉服总销售
额超百亿元，今年以来汉服网上销售额已达
19.8亿元，同比增长90.8%。

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如果说，产业集聚乡镇，成就曹县汉服
成本低、出货快优势；青年返乡则快速补强
了销售、设计、运营等环节，助推品牌化、品
质化发展。”在有爱共同创业基地，留学返乡
的基地负责人李字雷说，在这里，参与共同
创业的主播、运营等人员300余名，有展销、
物流、设计中心和近百个直播间，还引进了
卡奥斯智能制造汉服生产线，以数据与技术
推动汉服产业高质量发展。

“85后”的黄晓燕曾在南方打拼十余
年，如今成为曹县穿越大唐汉服云仓经理。

“虽然是在乡镇工作，但贴近市场，节奏非常
快，每天顾客络绎不绝。”她在展厅里边走边
介绍，公司自主设计的汉服涵盖唐、宋、明、
清等品类，并根据人们日常着装特点加以改
良。在这里，不仅能够私人订制服装，还有
AI直播改善线上消费体验。

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把返乡创业就
业作为首选。目前，曹县从事电商的高学历
人才有3名博士、近百名硕士、近万名大学
生。近年来，曹县已累计吸引5万人返乡创

业，带动35万人从事电商行业。

营商环境改善护航县域经济发展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落地的“落地办”、引
导电商产业发展的“电商办”、改善营商环境
的“营转办”……针对电商经济发展速度快
的特点，曹县近年来创新推出了多个新机
构、新机制，为产业发展打通“绿色通道”。此
外，曹县还规划建设了e裳小镇·曹县数字
经济产业园、以大集镇为中心的农村电商产
业示范片区和e裳之都·中国（曹县）华服智
创城，曹县电商“一园”“一区”“一城”高质量
发展格局正加速形成。

曹县汉服协会会长胡春青说，为避免同
质化竞争，曹县成立汉服协会，帮助汉服制
造企业与设计机构、高等院校等建立合作机
制，鼓励企业打造自主品牌；为保护自主创
新，曹县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
心，将专利申请办理时间从传统的180天缩
短至10天。

“我们打造营商环境的目标是：办事不
求人、未来可预期、方便又高效。”曹县县委
书记赵福龙说。如今，曹县民营经济发展充
满活力，经营主体达15.5万户，按照常住人
口计算，相当于大约10个人中就有一个经
营主体，30个人中就有一家企业，中小企业
铺天盖地。 （新华社王阳张钟仁）

湖北武汉市
新增18个公园24片绿地

开放共享试点

本报讯（成熔兴孙姝宋莉）近日，笔者从
湖北省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获悉，4月起，全
市将新增月湖公园、堤角公园、紫阳公园等18
个城市公园及绿化广场共计24处绿地开放
共享试点。目前，全市开放绿地共享的公园及
绿化广场累计达41个，共享绿地达72片。

去年4月，武汉成为全国首批公园绿地
开放共享试点城市之一，全市23个城市公
园绿地成为首批共享试点，共有48片绿地
开放共享。一年来，市民在公园的草坪上搭
帐篷、踢球、玩飞盘、开展文化活动，尽享与
大自然“零距离”接触的快乐。

今年，武汉持续推动城市公园绿地开放
共享，全市公园共享绿地增至72片，共享面
积约65万平方米。据悉，各公园已在园内安
装了共享绿地区域导视牌及指引牌，除了卫
生间、垃圾桶、座椅等基本配套，有条件的公
园还会提供热水、储物柜等服务。

近年来，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以
建设高标准农田为依托，大力发展
绿色循环农业、培育特色农业品牌
和农文旅融合，采取水田稻渔+油
菜（蔬菜）轮作、旱地红粱+油菜（蔬
菜）轮作为主要种植模式，构建以粮
油为主、粮经统筹、绿色生态、高质
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出又
一座“天府粮仓”。图为在宜宾市高
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村民正抢抓
农时，为插秧作准备。

庄歌尔罗景萍摄

宁夏银川市
建立35个

残疾人基层康复站

本报讯（杨超）近日，笔者从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银川市依托
基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阵地
资源，优化布局辖区残疾人基层康复站，截
至目前，已建立35个残疾人基层康复站，残
疾人在家门口便可享受康复服务。

“我在康复站治疗了一段时间，双腿疼
痛症状明显减轻。”连日来，72岁的残疾人
季洪财一直在永宁县残疾人基层康复站治
疗，结合他的症状，医生给他进行了刺双下
肢穴位和头部百会穴以及四神聪穴位的康
复理疗。经了解，季洪财患有脑梗，去年11
月起他又出现了双腿无力、双膝夜间疼痛
的症状，一直到今年4月，季洪财在家人的
陪同下到家门口的残疾人基层康复站就
诊。“基层康复站主要是为辖区残疾人提供
上门问诊、日常坐诊、健康教育服务咨询、
预防接种等服务，并筛查摸底残疾人的康
复需求情况，根据每个残疾人康复需求制
定有针对性的方案，提供康复理疗、中医治
疗、康复训练等服务。”银川市残疾人联合
会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残疾人基层康复站以残疾人
家庭医生签约康复服务为主，同时对行动
不便的重度残疾人采取入户的方式，开展
每年不少于6次的康复服务。“通过‘医康结
合’的服务模式，将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和
残疾人康复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基本实现
了残疾人不出乡镇（街道），在家门口就可
以享受免费专业的康复服务。残联将联合
有关部门，力争实现银川市残疾人基层康
复站全覆盖，推动残疾人精准康复工作落
到实处，实现银川市残疾人康复工作高质
量发展。”该负责人说。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丰富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遍布南粤大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不仅是理论宣讲的平台，也成为岭南文
化“双创”的基地。

清远英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2018 年创立了英石技艺
传承馆，英石假山盆景技艺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彭伙强已连续7年在这里“开班授
徒”，向群众传授一门既古老又新潮的

“绝活”。
用家乡的石头“画”山水！选石、垫纸、调

胶、加固、点缀……一把油画刀、一个白瓷

盆、十余块英石，彭伙强和“学员”们“绘”出
一幅“立体山水画”。

英德是中国英石之乡，这里的山石因
“瘦、皱、漏、透”而闻名于世。据明代《园冶》
记载，当时已有用英石“点盆掇景”的技艺。
英石假山盆景传统工艺如今被列为国家级
非遗项目，传统的英石技艺是“盆中造景”，
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彭伙强创新推出英石
山水碟景作品，把英石技艺由盆中“搬”到
碟上。

“学习制作碟景的‘门槛’相对低，艺术
范也足，更受年轻人喜爱。”彭伙强坦言，通
过“双创”激活传统技艺焕发时代光彩，英石

文化也开始“圈粉”年轻人。
目前，中心建成6个实践点、24个镇级

实践所、300个村级实践站、26个实践基地，
源源不断“输送”文化活动，让这项古老非遗
技艺“触手可得”、开枝散叶。

这是南粤大地厚植文明沃土的一个生
动缩影。2018年以来，广东已建成2.8万余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21个地级
以上市实现县、镇、村三级阵地建设全覆盖。
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步入中心，学习
党的创新理论、丰富文化生活、践行移风易
俗、参与志愿服务，亲身感受实践之乐、文明
之美。

四川德阳市
已建成80个老年助餐点

本报讯（陈晓霞）日前，笔者从四川省德
阳市民政局获悉，截至今年3月，全市共建
成并投入运营老年助餐点位80个，共计服
务老年人 37.72 万人次，发放用餐补助
122.19万元。

据了解，全市80个老年助餐点位包含
一级厨房 9个、二级厨房 13个、助餐点 58
个。从运营模式来看，依托国有平台公司运
营19个，依托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
13个，依托物业公司运营2个，依托社会化
餐饮企业运营39个，依托养老服务企业5
个，依托社会组织运营2个。按地区分，旌阳
区39个、罗江区2个、广汉市6个、什邡市3
个、绵竹市8个、中江县7个、德阳经开区15
个。截至目前，全市80个助餐点位共计已拨
付建设补助资金约550万元。对60周岁（含）
至69周岁老年人、7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
特殊困难老年人，分别按照每餐3元、4元、6
元标准及实际就餐次数，每月据实结算补助
资金并拨付至助餐机构，所需资金由所在区
（市、县）财政负责。

据悉，2024年老年助餐重点聚焦推进老
年助餐服务提质、扩面、增效三方面，主城区
（旌阳区、经开区）按照老年助餐服务示范网
络的标准，做好示范引领、适度扩面、稳步推
进。其余区（市、县）按照示范网络标准规划
建设，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按需适度新
增新设，并逐步扩大城乡老年助餐服务覆盖
面。今年计划将新增老年助餐点30个。

为提升已经运营的老年助餐机构服务
水平，市民政局等十一部门计划起草《关于
实施“蜀适幸福食光”老年助餐服务三年行
动计划（2024—2026年）》（征求意见稿），其
中对提升老年助餐服务质效水平提出规范
准入管理、规范形象标识、规范设施设备、规
范智能服务、规范服务安全“五规范”。

田间农忙
正当时

广东英德市：
用石头“画”山水！让古老技艺“活”起来

◎ 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