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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公益活动助力基层治理

三万银龄志愿者活跃荆楚
◎ 王际凯赵欣王松

新闻集装箱

（上接 1 版）
统筹实施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河西走

廊、秦岭生态保护和修复以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实施甘南黄河上游水
源涵养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有效提升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
质量。实施秦岭西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祁连山北麓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修复、陇中
和陇东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等，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有效提升。

通过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塬面保护、淤地
坝建设等水土保持项目，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减
少入黄泥沙，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此外，深入开展
美丽幸福河湖创建工作，建设美丽幸福河湖34
段。今年，全省新增三条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大夏
河临夏市段、黑河张掖市高台段、金川区金水湖
顺利通过省级评价。美丽幸福河湖建设让百姓享
有了更多、更普惠、更可持续的绿色福祉，让群众
休闲娱乐有了好去处。

甘肃守护一泓清水入黄河，同时也让黄河之
水滋润了沿岸百姓生活，“黄河之滨也很美”成
为亮丽名片。

巍巍青山绘新景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
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也是我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优先区域。

曾经由于无序无度开发，祁连山植被稀疏、
草原退化，局部生态遭到破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治国
理政的重要位置。在总书记亲切关怀下，祁连山
历经“史上最严”整改，祛多年沉疴，还欠账旧
账。目前，祁连山生态保护已由生态环境问题集
中整治修复转入常态长效保护“新阶段”。

甘肃全省持续加大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力
度，开展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考核，推动祁连山
生态保护工作由集中整改向常态化转变。建设

“天地空”一体化信息监测网络，实现祁连山国
家公园范围监测全覆盖，同时，强化部门协同联
动，合力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常态长效监
管。持续推动秦岭地区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以更
大担当、更大作为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初秋时节，巍巍祁连美不胜收：山顶上白
雪皑皑，山坡上森林茂盛，山间谷地里河水流
淌……在雪山、红叶、草甸、苍松的装点下，一幅
壮美绚丽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全省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祁连山保
护区内旗舰物种雪豹增加到350只至500只，不
同种群野生动物数量较 2014 年提高 15%-
20%，成为全国32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
区域之一。

近日，祁连山管护中心哈溪自然保护站通过
红外相机，成功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
的珍贵影像。红外相机画面显示，一只体态健硕、
毛色亮丽的雪豹悄然穿行于高山岩石之间。

山丹马场二场工作人员在祁连山国家公园
山丹马场境内白石崖半山腰拍摄到成群的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秃鹫。从拍摄的画面看
到，其种群数量明显增多，从几只到几十只不
等，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飞翔，时而在山崖驻足
休憩，与远处的雪山勾勒出一幅自然和谐共生
的优美画卷。

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八步沙是古浪县最
大的风沙口，40多年前寸草不生，沙丘以每年
7.5米的速度向南推移。

半个多世纪以来，八步沙“六老汉”三代治沙人
用愚公精神筑起绿色屏障，昔日黄沙漫天飞舞的沙
窝窝，如今已是植被宜人的沙漠绿洲。

他们坚守在腾格里沙漠，累计完成治沙造林
30.6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近45万亩，栽植各类
苗木7000多万株，把绿洲向沙漠深处推进30公
里。八步沙林场管护区林草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
的不足3%提高到现在的75%以上，形成了一条
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8公里的防风固沙绿色长
廊，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人
沙和谐”的转变，为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全省持续开展大规模造林绿化行
动，坚持科学治沙，深入实施“三北”工程建设。
2021年至2023年，全省完成国土绿化面积2973
万亩，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853万亩，国土绿化
面积实现“三连增”，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二。

全省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夏河县、卓
尼县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崇信县、
舟曲县被命名为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康县等6地被命名为省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庄浪县等15个地区（单位）获评甘肃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在这些示范区，“转角遇到美”“出门见到

绿”的心愿正从蓝图愿景变为美好现实。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追蓝逐绿、向美而行。

如今的陇原大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建设行稳致远，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上接 1 版）

深耕好人文化
德润心田夯实文明之基

一大清早，马鞍山市雨山区十七冶医院
的大门前已是车流人流熙熙攘攘，早早就来
到位于医院大门东侧“好人岗”值守的侯发
军，看到一对年长的夫妇扛着两个沉重的袋
子朝医院走来，连忙走快几步奔出岗亭，帮夫
妇二人提起袋子，将他们送进医院办理住院
手续。

侯发军是一名理发师，也是一位“雨山
好人”，每个周二他都会准时出现在雨山区

“好人岗”，为过往群众和周边市民提供服
务。国庆节期间，侯发军也照常值守，他还带
来了理发工具，招呼路过的老人坐下理个
发，清爽过节。

为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展示城市文明
形象，延伸新时代文明实践触角，2021年 5
月，马鞍山市在湖东路二小东大门前和解放
路市文化馆门前试点设置“好人岗”，将马鞍
山各级“好人”、道德模范和优秀志愿服务团
队组织起来，亮身份、展风采，开展各类便民
服务。在身边好人的引领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爱心人士、公益组织走进“好人岗”，贡献力量
帮助他人。目前，全市已设置7座“好人岗”。

马鞍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自启动“好人岗”以来，截至今
年6月，全市共有27个公益组织、各级先进模
范 4300 余人次参与执勤，服务接待市民
5000余次，累计服务总时长达1万小时。在做
好“好人岗”值守服务的同时，志愿者们积极
参与城市文明提升行动，向市民散发文明城
市宣传册、文明市民指导手册、垃圾分类知识
宣传册等，倡导、影响广大市民争当“文明有
礼的马鞍山人”。

在马鞍山市，人人争当身边好人，好人事

迹人人知晓。每当有人提起花雨路，热情好客
的马鞍山市民总会颇为自豪地向人介绍，那
是当地的文化地标，也叫“好人一条街”。花雨
路两侧的路名牌重点展出了全市涌现出的全
国、省级道德模范和“中国好人”“安徽好人”
的感人事迹，让市民游客于耳濡目染中感受
先进典型的精神伟力。红旗社区居民黄洁在

“好人一条街”的路名牌下驻足良久，她感慨
地说：“一个先进一盏灯，一个典型一面旗。在
我们的身边就有这么多榜样，身为马鞍山的
一分子，我也会用自己的行动为这座城市增
光添彩。”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近年来，马鞍山市持续推进“十个一”好人
文化工程建设，通过建成一座好人馆、共建一
片好人林、设置好人一条街、规划建立一批好
人长廊、编撰一本好人书、发放一批好人卡、
设立一个好人基金、划设一组好人观演专座、
设置一批好人岗、成立一支好人志愿服务队
等，让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都学有榜样、行有
示范，不断凝聚向善向上的磅礴力量，将城市
打造成好人之城、德善之城、温暖之城、文明
之城。

完善礼遇机制
德者有得引领社会风尚

在雨山“好人岗”内，记者看到了一本厚
厚的值班记录本，上面每一页都记满了指路
答疑、寄存物品、失物招领、义务维修、义剪义
诊等便民服务内容，每日值班“好人”的姓名
与联系方式、服务时长等信息也都一一记录
在册。雨山“好人岗”负责人丁力是一位“中国
好人”，已参与管理“好人岗”运营70余期，他
告诉记者，“好人岗”的工作流程、管理制度上
墙，公示服务内容接受社会监督，值班记录本
上则详细记录了值守“好人”的服务信息，服
务时长计入积分，可用于兑换购物卡、购书卡

等，让好人享礼遇、得实惠。
“接送考生高考、慰问敬老院老人、免费

运载70岁以上老年人等，参加这些公益活动
的时长都可以计入积分，用于兑换各类优惠
券。比如用购书券去新华书店买书，可以在打
7折的基础上再享优惠，喜欢的书就可以多多
带回家。”陈作华说，他时常去书店通过兑换
积分买些书回家品读，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
提升了自身文化素养。

一群好人温暖一座城市，温暖之城礼遇
好人榜样。“我们就是要通过营造好人有好
报、好人更出彩的氛围，影响带动更多人成为
好人。”马鞍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说。近年来，马鞍山市持续完善社会公德
奉献与回报机制，通过评议选树、宣传礼遇各
级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在全社会树立让德
者有“得”的价值共识，助力提升公民道德素
质。去年，专门印发《马鞍山市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选树推荐和激励褒奖措施》，推动道德
模范与身边好人选树推荐激励褒奖制度化、
常态化、规范化。一方面，对好人事迹加大宣
传力度，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每月定期
举办“好人就在身边”先进模范互动宣讲活
动，常态化学习宣传先进模范事迹，营造“学
好人、做好人、赞好人”的社会氛围；另一方
面，积极搭建“道德”与“获得”的联系通道，让
有德者有更多获得感，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全力擦亮“好人之城”城市名片。

“市级及以上各类‘好人’在马鞍山市范
围内公立医院就医享受绿色通道，免挂号费；
新当选的市级及以上各类‘好人’可申领一张
500元的体检卡，还为其发放免费乘公交车
的‘好人卡’；推进实施道德信贷工程，加大对

‘好人’的信贷支持……”一项项贴心的礼遇
政策，让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受到褒奖与尊
重，一颗颗至真、至善、至美的心灵，如点点繁
星闪烁于好人星河，他们聚光成炬，照亮了马
鞍山大地，引领更多人向光而行。

执文明画笔绘就城市最美底色

绿水青山绽笑颜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10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社会福利院
歌声嘹亮，省老年大学志愿者服务队30多名
志愿者为福利院的老人们送去精彩演出。

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
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老同志们倍感
振奋。在湖北，3万多名老干部银龄志愿者投
身各类公益活动和基层岗位，散发光与热。

“一辈子守着汉江也愿意”

湖北省老年大学志愿者服务队是由老年
大学学员组成的公益团队，成立于2016年。
与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缘分，也始于那一年。

8年来，他们为福利院送文艺，陪老人过
生日，送去欢乐和温暖。

丹江口市“小水滴”银龄志愿服务队队员
郑兴林，是该市公安局退休干部。他发现亲戚
的养殖场影响水质，劝阻亲戚关停养殖场。十

年来，他走进乡村、社区、库区开展公益宣传，
带动更多人守水护水。他说：“只要北方人民
能喝上一泓清水，一辈子守着汉江也愿意。”

十堰市委老干部局制定《“共抓大保护，
当好守井人”党建示范区建设方案》，打造“银
龄时代”志愿服务队，带动全市300多支老干
部志愿服务队踊跃守水护水。

作为武汉“银龄芳华”志愿服务总队成
员，“全国道德模范”王争艳每周在社区开展
义诊。和她一样，4800多名银龄志愿者在江
城大街小巷服务居民。

随州拥有150余支“神农红枫”志愿服务
队，1200余名老干部每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800余场次；在石首，322名老同志组建“啄木
鸟”队伍，为基层排忧解难。

千余老干部进基层促党建

10月10日，位于谷城县的中国有机谷互
联网产业园，一片繁忙。园区党支部书记、67

岁的王德富，是年轻人心中的“主心骨”。
2020 年产业园试运营，同步成立党支

部。王德富是当地从退休干部中选派到园区
的专职党务工作者。

党员唐炳坤介绍：“王书记经常给我们讲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等，不少年轻人
受到感召，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022年，湖北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
见》，鼓励支持选派优秀退休干部党员担任基
层党组织书记或党建指导员，助力基层治理。
全省已选派1000多名离退休干部党员到社
区、乡村、企业担任第一书记或党建指导员。

湖北省持续擦亮老干部讲好中国故事宣
讲团、老干部“手牵手”、“争创示范支部、争做
合格党员、争当风范长者”、“学习先进典型、
传承红色基因”等特色品牌，引导老同志在基
层党建、基层治理、共同缔造、乡村振兴、关心
下一代等领域发挥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湖北实践贡献力量。

本报讯（祖明远 任紫鑫 付乔崧）第十二
届科博会将于11月6日至10日在四川省绵
阳市举行，并首次全面实行市场化办会。这是
10月16日，笔者从在成都市举行的第十二届
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的。

本届科博会以“科创引领·新质转化·开
放合作”为主题，将举办战略科技、前沿科技、
国际合作、中国（西部）科学城4个专题展和
航空航天国防科技主题展，展览总面积2.5万
平方米，参展单位150余家；将有九章计算
机、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新一代国产龙芯
CPU等1000余项“高精尖”展品参展。

本届科博会期间，聚焦核技术应用、激
光、机器人等特色优势产业，绵阳将举行涪江

科技汇、核医疗创新发展大会等4场创新活
动；以“1+6+N”形式开展系列产业合作活动，
邀请400余家海内外知名企业开展实地考
察、洽谈对接等。

本届科博会首次全面实行市场化办会，
由专业市场机构运营实施。中国生产力促进
中心协会、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中国
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3家国家级协会
为主办单位，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绵阳市人民
政府、绵阳科技城管理委员会作为指导单位，
实行市场运作、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办会模
式。

本届科博会期间，绵阳将同期举行系列
文旅活动，全市所有A级景区面向科博会嘉
宾和展商免费开放。

本报讯（易鑫 周嘉晨 钟洁仪）“我对中医
感兴趣，特地过来感受中医文化的魅力……”
10月14日晚，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红星街道
大美时光里广场，市民张女士带着儿子体验
中医技法“火龙罐”。

当晚，该市首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此举
行。夜市以“传中医薪火 享健康生活”为主
题，将中医药健康理念与年轻人的养生热潮
结合，通过“逛中医夜市”提升市民对中医药
文化的兴趣和认知，促进其传承和发扬。

此场中医药文化夜市分为杏林拾贝、古法
养生、健康互动、趣味DIY四大板块、14个特
色展区。其中，杏林拾贝包含湘九味、怀六味等
道地中药材、中药茶饮、中医药膳的展览与品
尝；古法养生，名医变身夜市“摊主”进行现场
义诊，市民可免费体验推拿、拔罐、刮痧、艾灸
等10余项中医技术；健康互动，从中医角度科

普儿童保健知识，现场进行中医体质辨识；趣
味DIY，设置了猜灯谜、投壶、非遗定制漆扇、
手工中药扇、中药棒棒槌制作等体验活动。

“百两银子买张皮，打一个中药名。”夜市
上，来自怀化市中医医院的专家，用猜谜游戏
传播中医药知识，吸引人们纷纷参与。

“既能逛夜市，又能看中医，还能尝中药
饮”“自己做中药棒棒槌很有意义，在DIY过
程中还顺便了解了中医知识”……对中医药
文化夜市，市民纷纷给出好评。

怀化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期3
天的怀化市首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每天
吸引市民6000余人次参与体验，后续将根据
实际情况，拟每季度举办一次中医药文化夜
市活动，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与现代夜市
经济活力相融合中，让中医药文化以更接地
气的形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本报讯（罗卿民）10月16日，以“全民健
身 运动三秦”为主题的2024年陕西省社区运
动会在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路街道红专南路社
区启动。全省办赛社区负责同志、运动员代表、
健身群众等超过1000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介绍，陕西省社区运动会突出百姓化、
大众化、广泛性和趣味性。省级比赛设置了球
类、素质类、棋类、操舞类、趣味类五大类17
个项目。全省办赛点位超过80个。另外，运动

会设单项奖和团体总分奖，单项奖分别奖励
前8名。团体总分奖设一、二、三等奖，按照各
点位参赛社区队伍数量20%、30%、50%的比
例分别确定。另外，本次赛事还设置了全民健
身之星奖、全民健身家庭奖、优秀组织奖、精
神文明奖，由各市（区）推荐在年底进行表彰。

启动仪式结束后，健身气功、广场舞、门
球、象棋、五人投壶5项比赛在红专南路社区
举行，吸引大批群众参与。

10月17日，江苏省海安市公安局南莫派出所开展了“温情敬老月 爱心暖夕阳”活动，民警、辅警走进辖区敬老院，通过宣传反诈知识、表演
文艺节目、讲解健康常识等环节，为老人送去关爱与欢乐。图为当天，民辅警在敬老院为老人表演快板节目。 周强摄

第十二届科博会11月6日在四川绵阳市启幕

2024年陕西省社区运动会启动

湖南怀化市中医药文化夜市受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