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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现场办公“面对面”
创建为民解难题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

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狠抓问题解决。今年以来，郎溪县结合创

建工作实际，创设民声回“郎”现场办公会模式，进一

步推进县直部门和领导干部深入社区小区、农贸市

场、街头巷尾进行现场办公，让原来的被动“接招”成

为现在的主动“破题”，用“立说立行”的实际行动推进

解决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各地以多种形式推进婚俗改革

婚事新办 倡导新风

A3 文明创建

给3000多位老人有“温度”的晚年生活
——记“中国好人”马淑芳

◎ 本报记者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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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清晨，当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洒落山西省
大同市家怡养老院的庭院内，成行的绿植在微风中轻轻
摇曳，光影间的亭廊古朴幽静。早上7时，马淑芳在一阵
清脆的鸟叫声中醒来，住在院里的老人们也陆续醒来。
在简短的晨会后，马淑芳和工作人员井然有序地招呼着
老人享用早餐。

这是马淑芳投身养老事业的第十三年，也是与老人
们同吃同住的第十三年。作为家怡养老院的党支部书记、
院长，她始终坚守“真情服务、爱心护理、临终关怀”的服
务理念，把养老院办成一个幸福的大家庭，让老人们在这
里享受舒心体面的晚年生活。今年4月，马淑芳荣登2024
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

“希望为人子女者不会像我一样留下遗憾”

早上8时，大部分老人用过早餐后，三三两两走进院
子，走累了就坐在亭廊里唠家常。马淑芳和工作人员在院

子里和各个房间之间来回穿梭，忙着为另一部分腿脚不
便以及无法自理的老人送餐喂饭。

“给老人喂饭，需要一边喂一边注意观察老人的吞咽
动作，还需要关注老人的表情，以防呛着、噎着。”马淑芳
分享着给老人喂饭的“门道”。而正是喂饭这件小事，却是
她多年前留下的遗憾。

2000年，马淑芳的父亲因患食道癌做了手术，但术后
的护理却把一大家子人难住了。“怎么给父亲喂食？怎么
给父亲翻身？怎么保持胃肠减压管通畅？”面对专业的护
理知识，马淑芳姐弟5人感到有心无力。在医生的建议下，
他们雇了一位护工，困扰大家的棘手问题才得以解决。那
是马淑芳第一次接触护理行业，当时她没有想到自己的
下半生会与之结缘。

父亲去世后，每每想起父亲，马淑芳都会因为自己工
作忙，陪伴和照顾父亲的时间少而感到遗憾。当她留意到
不少老人因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或忙于工作，饮食起居无
法得到及时照料时，便萌生了开办养老院的想法。她说：

“希望为人子女者不会像我一样留下遗憾。”
2011年，马淑芳退休了。得知一家养老院正在向外招

租，在同家人商量并得到支持后，她决定大干一场。来到
养老院看着两层楼的毛坯房和空落落的院落，她不禁在
心里捏了一把汗。眼前的困难没有让马淑芳退缩。由于资

金有限，她便计划首先开放半层楼的空间。从打扫卫生，
到制定可行性报告、办理相关手续和证件、对外宣传、招
募老人入住，大小事务马淑芳都亲力亲为。她还把家搬到
了养老院，与老人们同吃同住。

开业不久，院里便迎来了两位入住老人，一位因工受
伤、脾气因此变得很差的倔老头和一位双目失明，生活几
乎不能自理的大娘。由于经验不足，马淑芳也是摸着石头
过河。她清晰地记得，老大娘刚来时，她好几次半夜守护
在大娘的床前，直到听到大娘均匀的呼吸声才敢放心去
睡。有一天，她刚俯下身去听，尚未睡熟的大娘感受到有
人靠近，紧张地挥着双臂大叫起来，马淑芳来不及躲闪，
脸被抓伤。

护理经验不足就多参加培训，管理经验欠缺就常外
出取经。为了能尽快成为行家里手，马淑芳学习了大量养
老方面的政策法规、管理方式、心理疏导技巧，除此之外，
她还掌握了营养健康知识、康复按摩技能。两个月后，养
老院步入正轨，老人越来越多，知名度也渐渐打开。

这些年，在马淑芳的带领下，家怡养老院先后为3000
多位老人提供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护服务，为300多位老
人送终，赢得了老人及亲属的认可。至今，院里还有7位从
建院之初就已入住的老人。在这里，老人们真正感受到了

“亲人般的关爱，家一样的温馨”。 （下转A2版）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11
日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4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
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定为5月13日至19
日，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节能攻坚”。全国低碳日定为5月
15日，活动主题是“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根据通知，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有关部门和单位将按照分
工开展分主题专项宣传活动。其中，第一天（5月13日）开展全国
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宣传活动；第二天（5月14日）开展重点行
业企业节能降碳行动宣传活动；第三天（5月15日）开展全国低
碳日宣传活动；第四天（5月16日）开展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
宣传活动；第五天（5月17日）开展绿色低碳生活宣传活动；第六
天（5月18日）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进校园科普和宣传活动；第
七天（5月19日）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进家庭宣传活动。

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
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
活动，加强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等理念技术知识
的科普宣传，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围绕宣传重点，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动员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深入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的宣传
活动。

全国低碳日当天，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围绕
宣传主题，以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作为主要内容，开展“线上+
线下”宣传活动，深入宣传低碳发展理念，普及应对气候变化知
识，提升公众低碳意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鼓励
各有关部门、各地区围绕活动主题和宣传重点，结合工作实际
开展内容丰富的低碳宣传活动，鼓励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促
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本报讯（首都文）近日，“2024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正式启
动。5月起将进入推荐上榜阶段。今年，北京将围绕全市中心工
作和重大任务落实，推动主题活动选树升级、热度升级、礼遇升
级，持续打造品牌矩阵；注重面向基层挖掘典型，从行业领域发
现典型，依托媒体寻找典型；坚持从街乡镇、社区村和基层单位
做起，层层选树、周周张榜，广泛选树宣传各行各业的榜样人物。

今年是“北京榜样”主题活动举办的第11年。前十年间，全
市各行各业共举荐身边榜样48万余名，累计推选近1500组榜
样人物、活动子品牌数量达23个。“北京榜样”已成为首都地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品牌，成为产生各类先
进人物的“蓄水池”和“典型库”。

2023年，首都文明办创新推出北京榜样礼遇联盟，为榜样
人物颁发“礼遇证”，统筹提供一系列礼遇措施。其中，海淀区协
调快手总部展厅、中关村展示中心等提供参观服务；昌平区统
筹明十三陵居、庸关长城等景区提供免费游览；西城区老舍茶
馆定期邀请榜样感受老北京味道；朝阳区中国电影博物馆将电
影“热辣滚烫”第一场放映留给榜样；北京国安俱乐部拿出优质
看台资源在中超联赛工体开通专门的公益看台；丰台区协调北
京汽车博物馆提供免费参观服务。

2024年，北京还将不断扩展榜样礼遇联盟资源，用好“北
京榜样礼遇证”，持续推出礼遇新举措，推动形成“德者有得、好
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本报讯（何耐江）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
区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持续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建设
文明乡风的实施意见》。意见坚持精准施策和系统治理相结合，
力争今年底全区农村彩礼倡导性标准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意见明确，由自治区党委农办牵头协调、相关部门具体负
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行动、文化浸润行动、自治提升行动、法
治保障行动、婚俗改革行动、惠农增收行动、妇女关爱行动、青
年新风行动8项行动。日前，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社会
工作部及自治区政法委、民政厅、农业农村厅、妇联、团委八部
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持续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党建引领
行动工作方案》等8个方案，构建起“1+8”政策体系，加快推动
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等婚俗陋习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此次专项治理由宣传教育为主变为精神、物质两手发力，
出台了12条含金量高、针对性强的正向引导措施，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落实移风易俗模范礼遇嘉许政策，对零彩礼、低彩礼的
新婚夫妇，从登记结婚之日起，凭零彩礼、低彩礼证书分别享受
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一批正面引导
措施出台，以宣传引导增动力，以促农增收提能力，以保障民生
减压力，切实增强治理成效。

“好！好！精彩！”日前，在贵州省
天柱县渡马镇岩门村，渡马小学少年
宫侗戏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排戏。孩子们娴熟的打斗动作，婉转
的唱腔，赢得看客们的阵阵叫好。渡
马镇小学少年宫侗戏班创建于 2014
年，距今已整整十个年头。戏班现有
学生26人，由岩门村侗族大戏团的第
四代传承人杨秀举执教。

金可文陈光昌摄

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
聚焦“绿色转型，节能攻坚”

“2024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正式启动

宁夏建立“1+8”政策体系
治理高额彩礼建设文明乡风

推行集体婚礼、低碳婚礼等特色

婚礼，倡导树立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

用简朴大方的方式增加婚姻登记的仪

式感，告别铺张浪费；开设新婚辅导，

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近年来，各

地通过多种形式推进婚俗改革、移风易俗，婚嫁新风尚

正逐步形成。

近年来，众多有新意、有创意的新式婚俗，让为爱“减
负”的新风扑面而来，有效减轻了群众的婚嫁负担。鼓励
提倡婚事新办简办、倡导树立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深入
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各地通过多种形式推进婚俗
改革、移风易俗，婚嫁新风尚正逐步形成。

特色婚礼带动婚俗新风

3月28日，一场喜庆又简约的中式集体婚礼在河南
省西平县嫘祖海棠园举行。12对新人身着华丽的传统中
式婚服，伴着传统音乐，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走过红毯，
喜结良缘。整场婚礼展现了古典中式浪漫，给新人们留下
了珍贵的幸福记忆。“一点都不铺张浪费。大方、简洁的中
式婚礼，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新
郎宋宇表示。

将传统礼仪与时代新风融合，西平县已成功举办两
届中式集体婚礼，县委书记担任婚礼证婚人，为36对新人
送去新婚祝福。“集体婚礼旨在推进婚俗改革，倡导婚事
新办，弘扬文明新风。新人们引领了节俭、文明的婚嫁风
潮，为全县青年作出了表率。”西平县委书记侯公涛说。

近年来，各地创新、优化服务，大力推行集体婚礼、低
碳婚礼和公交婚礼等特色婚礼，邀请“特别嘉宾”见证新人
婚礼，组织新人共栽“甜蜜树”，共育“幸福林”，倡导树立简
约适度的婚俗礼仪，形成了婚事新办、仪式从简、文明节俭
之风。

新郎何伟和新娘张佳楠是辽宁省盘锦市的一对95后
新人，521路“吾家有喜”号双层公交车是他们选择的婚
车。婚礼前夕，两人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亲手装饰了婚
车。结婚当天，车上坐满了亲朋好友，一路欢声笑语，共同
见证这对新人的人生重要时刻。

据民政部统计，2023年各地组织集体婚礼活动1625
场，服务5.71万人次；开展集体颁证活动近1.2万次，服务
40.3万人次。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愿意参加集体婚
礼，让新办简办的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婚姻登记打造专属仪式感

在国家5A级景区领结婚证是什么体验？
“超级棒，周六就去那边领证，开心！”2023年，位于江

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景区内的婚姻登记点正式启
用。门头上一个大大的“囍”字，内部有着古色古香的陈
设，这个登记点有个喜庆的名字——喜福馆。

除了婚姻登记，喜福馆还为新人打造沉浸式婚俗礼
仪体验。提供中式喜服，赠送传统婚书，“宝藏”登记点收
获了众多新人的好评。“我觉得比起选择一个‘好日子’领
证，领证当天的仪式感更重要。”一位准新娘表示。

2021年，秦淮区被确定为第二批江苏省婚俗改革实
验区。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秦淮区不仅在夫子庙核心景区
开设婚姻登记点，还打造了面向秦淮河的室外颁证基地，
满足新人个性化需求，大力倡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将婚姻登记机关设置在公园等
有标志性意义的场所，为结婚登记颁证增添简朴大方的仪
式感。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在亚洲龙舟运动交流中心打造
公园式婚姻登记中心，推出婚事新办系列主题活动；辽宁
省沈阳市浑南区将婚姻登记点设置于沈阳植物园玫瑰园
内，营造喜气盈门、浪漫温馨的婚姻登记气氛……不追求
排场和奢华，新人们同样能在婚姻登记环节找到幸福感、
仪式感。

民政部于2020年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指导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在倡导简约适度
婚俗礼仪、治理婚俗领域不正之风、培育文明健康婚俗文
化等方面探索经验、打造样板。各级民政部门主动作为，
确定了一大批不同层次的实验单位。截至2023年底，全
国已创建各类实验单位1806家，层层推进婚俗改革，让
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长效机制探索“婚姻第一课”

“听了老人们的故事，觉得好感动！几十年风雨相伴，
这才是真正的感情。”村民小王说。在陕西省宝鸡市金台
区硖石镇车辙村，“婚俗改革树新风，金婚庆典送祝福”主
题活动上，6对金婚老人分享家庭家风故事，镇村干部为
老人颁发纪念证书，进行移风易俗宣讲。

婚俗改革是移风易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金婚老
人用长久相守为年轻人上了“婚姻第一课”，引导他们树
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的本质。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第一课”以新婚辅导
的方式，通过“认识彼此的差异”“如何面对冲突”“有效沟
通”等课程，帮助新人对婚姻进行系统性了解。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