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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
“养成记”

近年来，各地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

居宜业美丽乡村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运

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

高、乡风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着力打造美丽宜居乡村示范样板，不仅把“诗与

远方”带到身边，也把好日子带到眼前，让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江苏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守正创新结硕果——

让文明实践之花在江苏大地璀璨绽放
◎ 顾星欣

A4 乡风文明

“森林是我心里最大的牵挂”
——记“中国好人”范远超

◎ 本报记者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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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南山林场，树木郁郁葱葱，阳光透过林间
树梢洒在山间。“进入夏季，天干物燥，必须要加强
隐患排查治理，筑牢森林防火‘安全线’。”重庆市南
岸区南山林场巡山护林员、防火办主任范远超边穿
行于林间边认真地说。

今年是范远超担任南山林场护林员的第16个年
头，他与这山风树林相伴16年，用脚步一遍又一遍丈
量着这片土地，坚定地承担起守护一方山林的使命。
今年4月，范远超获评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

练出“铁脚板”成为“活地图”

爬坡、上坎、翻山、越岭，是范远超每天的工作
日常，他皮肤黝黑，一眼便能看出常年被灼灼烈日
暴晒、被凛冽寒风打磨的痕迹。

“一天要走好几个护林点，每天巡山8小时以上
是家常便饭。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一定要全面了解
林区林情，‘多走、多问’就是我掌握林区林情的窍

门。”范远超说。自2008年成为护林员以来，范远超
每天都会进林区巡逻。在工作初期，为了尽快熟悉林
场情况，每到一个护林点，他都会向工作经验丰富的
老同志以及当地村民询问详细情况并一一记录。

地形复杂，山路崎岖，上山的路并不好走。但范
远超从不抱怨，几乎跑遍了山林的每个角落，对每
一道山梁、每一片林地、每一处地形地貌都了如指
掌、熟记于心，练就了一副“铁脚板”，也成为村民们
口中的南山林场“活地图”。

“横到边、纵到底、不留死角”，这是范远超巡山
记录本上警醒自己的话，也是他巡山日常的真实写
照。“南山林场约1.6万亩，里面的300余条山梁、
200余条沟壑，我走过不知道多少遍了，可以说对林
区林情了然于心。巡山的时候，有时会碰到来问路
的驴友，他们一说想去哪里，我都能给他们指出最
合适的路线。”范远超自豪地说。

用心守护每一棵树

黄葛树、马尾松、香樟树、木荷、枫香树……巡山
路上，范远超指着一棵棵树，如数家珍。“我把这些树
看作我的‘伙伴’，一天不见，我就放心不下它们。哪

些树需要培土，哪些树最近需要重点防治病虫害，我
都会第一时间了解。”范远超抚摸着树，笑着说。

定期清理山林中枯死的树，采集样本防止森林
病虫害蔓延；查看是否有树木被风吹倒挡在路间，保
障行路安全；查看是否存在火灾等安全隐患……16
年来，范远超坚持高强度巡查，用心守护着南山林场
的一草一木。

除了对各个森林防火点位进行检查，范远超还
对重点村、重点人员等进行跟踪检查，防止有人携
带易燃物品进入林区；如果发现有人违规用火，范
远超会第一时间赶去严厉制止；如果林场出现火
情，范远超会立刻冲到第一线处理。“重点巡查、定
点守护、现场检查、隐患现场整改、加大防火物资设
施建设管理……要想及时发现火灾隐患，一点都不
能马虎。”范远超严肃地说。

16年来，范远超每年都会工工整整地写下约
三四百条巡山记录，这满满的巡山记录清晰地写下
了各个点位上护林员的在岗情况、安全检查情况，
也记录下了范远超16年间对南山林场的“守护”。

“自从来到林场，每一年春节都是在山上过的。”范
远超坦然地笑道，“但有山林清风为伴，心里觉得
很值得。” （下转A2版）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记者 黄
玥）“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
妇联等11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对各地和
有关部门围绕“少年儿童心向党 我与祖
国共成长”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作出部
署，让广大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健康、快
乐、有意义的节日。

通知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
年，各地各部门要抓住“六一”契机，依
托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用好红
色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发挥科技馆、
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儿
童校外教育阵地优势，精心组织开展主
题队日、展览展演、诵读红色经典等主
题实践和宣传宣讲活动。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组织开
展贴近儿童、活泼有趣、寓教于乐的庆
祝活动，丰富儿童精神文化生活；聚焦
心理健康、防网络沉迷、安全教育，线
上线下集中推出家庭教育微课、举办
家长课堂、开展育儿咨询，广泛普及家
庭教育理念知识；通过举办模拟法庭、
法院检察院开放日等活动，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提高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

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重点面向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组织
多种形式的慰问帮扶，动员爱心妈妈等
各类志愿者开展陪伴关爱活动，让广大
儿童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就在身边。

新华社昆明5月28日电（记者 王
明玉 字强）2024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第一站28日在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启动。

本次活动结合云南特色，将在迪庆
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广泛深入开展理论
宣传、文艺演出、体育赛事、课堂教学、
文博展示、民俗活动等，引导各族群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动仪式通
过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文艺表
演，面向各族干部群众宣传党的二十大
精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
上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战略任务，要紧
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
主线，准确把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的精髓要义、深刻内涵和实践要
求，深入提炼实践中蕴含的精神元素，
丰富新内涵、创新新形态、提升新成效，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有形有感有效。

据介绍，云南将以此次主题文化活
动为契机，持续实施“枝繁干壮”工程，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
化符号和形象，促进各民族文化传承保
护和创新交融；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不
断增强“五个认同”。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
文化活动”于2023年创办，由国家民委
文化宣传司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族工作部门等联合主
办。下一阶段活动将在江西等地举办。

今日看点

5 月 29 日，一队身
穿民族服装的少先队员
在四川省宜宾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命名的
宜宾市青少年社会实践
教育基地——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兴文公园）红
一军团长征纪念馆，专
心致志地听红领巾讲解
员讲解，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 庄剑摄

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
2024年“六一”庆祝活动

2024年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启动

初夏时节，华英成秀。长江奔腾两岸阔，文明如
歌不息潮。江河湖海交汇的江苏，滋养着人文与经
济的相融共生，见证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相
辉映，激荡着昂然向上的澎湃交响。

去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苏视察，赋予江
苏“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的重
大使命，指出要扎实开展城乡精神文明创建，加强
公民道德建设，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提高社会现代
文明程度。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从2018年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以来，江苏认真贯彻中央
部署要求，以省委办公厅名义两次印发贯彻落实文
件，部署城乡一体高质量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一座座实践阵地，传播着文明；一场场实践活
动，温暖着人心。阵阵清风拂遍江苏大地的每一个
角落，让文明“种子”从沃土中萌发，舒展开枝叶，让
文明之花在大地上璀璨绽放。

文明如水，浸润人心

时代的画卷，底色是人心。前行的方向，思想是
引领。

“五四”青年节，江阴市的长江边迎来一群特殊
的客人。在“理响江阴”学习驿站黄田港驿站，青年
代表罗欢为大家带来“江尾海头青年说”的精彩
演讲。

一个个文明实践小阵地，汇集起精神文明大能
量。目前江苏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10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274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0897个，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全覆盖。

不论是城市社区里的“小客厅”“大碗茶”课堂，

还是乡土农家的“火塘会”“小板凳”学习会，景区里
拐个弯就能遇见的“学习驿站”“理论加油点”……
在江苏，一个个分布在城市街头、乡村田头以及公
园广场、企业商圈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成为宣
传新思想的“广播站”。

宜兴市打造的“东坡夜读”品读会，是一席流动
的思想盛宴，各场读书会、交流会此起彼伏进行。南
通市五山地区的滨江·幸福驿，“党的二十大报告学
习交流会”“红色沙龙读书会”等活动，虽然形式不
一，但同样都激荡着思想的力量。

据统计，目前全省各村（社区）平均有百姓宣讲
员4人以上，各地依托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年均组
织不同形式的理论宣讲31万余场。“青骑兵”志愿服
务队等一批特色宣讲队伍活跃在江苏大地上。

先进模范、党员干部、专家学者、“百姓名嘴”、
青年骨干、新乡贤，各有各的“说法”。领导干部讲
政策成就形势、专家学者讲学理道理哲理、老百姓
讲身边人身边事身边的变化、先进典型讲自身成
长故事，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一项项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以“小阵地”做出“大文章”，讲清

“大道理”。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宣传党的创

新理论必须站在时代前沿，才能引领风气之先。
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江苏如何向

“新”而行？南通市崇川区科创宣讲“青骑兵”孔言
说，自己的宣讲内容来源于公司在创新道路上攻坚
关键技术难题的实践。“我们要用心用情让理论宣
讲走出书本，走向新质生产力发展一线。”

接地气、有生气、冒热气，生动的宣传宣讲让
群众在春风化雨中感受到理论的温度、思想的魅
力。“电影党史课”“文艺思政课”“红色广播剧”

“理论微故事”“光影里文明+”等一批品牌和“追

梦学堂”“偶来讲”“码上学理论”“堰之有理”等一
批特色宣讲项目，形象具体、鲜活生动，通过最契
合大众的接受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

一起走进闪耀着精神光芒的追光之旅，一起聆
听追光者的思想感悟。在一座座文明实践阵地中，
朴实的宣讲、真挚的情感，不断激发起大家的情感
共鸣，增进思想认同。

拓展服务，共创幸福

文明是美好和温暖，更是底气和力量。在江苏，
一个个文明实践“服务圈”的交织，让文明实践与群
众生产生活深度交融。

从20世纪90年代全城80万把扫帚“扫”出首
批国家卫生城市，到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试点城市，再到如今连续六届获评全国文明城
市，行走在张家港，一座座文明实践阵地成为一道
道亮丽风景。

在张家港市乐余镇永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不仅承载着政策宣讲、村民议事、文化活动等功能，
还开辟了“档案忆空间”，留住乡亲们共同的乡愁
记忆。

一个个遍布城乡的文明实践阵地，拓展到社会
单元细胞，织密了基层的阵地网络，真正做到群众
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苏南不少地方，外来务工人员集宿区众多，如
何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进苏州市高新区的
木桥公寓，这座“打工楼”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书吧、健身区、乡音直播间等一应俱全，开设的“新
市民夜课堂”更是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香饽饽”。

（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 周洁 刘旭飞）5月30
日是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5月
28日，由四川省科协联合省委组织部（省
委人才办）、教育厅、科技厅和电子科技
大学共同主办的《追光——四川百年杰
出科学家的故事》新书推介及赠书活动
在四川科技馆举行。活动旨在进一步弘
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技工
作者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向着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追光——四川百年杰出科学家的
故事》一书汇聚了理、工、农、医等多个
学科建设的先行者、奠基人、开拓者、传
承发扬者，讲述了58位“四川百年杰出
科学家”代表的奋斗故事。全书分为格
物穷理、匠心独运和追本溯源三大篇
章，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展现科学家们的
人生历程、内心世界和在科研道路上矢
志跋涉的故事。

活动现场，与会科学家、青年科技
工作者、在读博士研究生代表分享了自
己追逐科学之光的故事，表达了在科研
路上无畏前行的坚定信心。中小学校师
生代表分享了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此
外，现场还开展了以科学家故事为蓝本
的情景剧、致敬科技工作者的诗歌朗诵
等节目表演，表达出对科学家的敬意。

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化学学

院教授王玉忠是《追光——四川百年杰
出科学家的故事》一书中的主人翁之
一。他在现场分享了自己走出山东威海
乡村，一步步成长为有机高分子材料专
家的故事。“科研工作就是要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不仅要解决基础科学问
题，而且要解决国家需求所面临的瓶颈
技术难题。”王玉忠院士嘱托广大青年
科技工作者，要甘坐科研“冷板凳”，勇
于创新探索，不怕失败，做一个有理想、
有担当、有情怀的人。

“书中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名字，照
亮了我的科学探索之路。”来自成都树
德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吴锐霖，是2024
年四川省“英才计划”参与者之一。活动
现场，她作为中小学生代表分享了自己
对于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她说：“作为新
时代青年，我们肩负着传承科学家精
神、推动科技进步的重任。我会更加坚
定地走在科学探索路上，仰学士之光，
传科技之火，不断追逐光、靠近光，努力
成为光、超越光。”

接下来，四川全省科协系统将围绕
《追光——四川百年杰出科学家的故
事》一书广泛联动学校、院所、企业、社
区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开展弘扬科
学家精神的系列活动，并向全省大中小
学校等赠书，形成尊重科学、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追光”致敬科学家
四川推介百年杰出科学家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