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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当“情绪”被放进购物车

安徽：文明乡风劲吹江淮大地
◎ 吴永生 何雪峰 唐欢 阮孟玥

按摩消费特殊时段
“实名登记”并无不妥

A3 观 点

文明风起田野间
——四川省广元市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工作

◎ 本报记者 漆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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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
程。如今，文明乡风劲吹江淮大地，乡村全面振
兴的画卷徐徐展开。

“好人文化”弘扬凡人善举

“我们要说文明话、做文明事、当文明人，弘扬
新时代雷锋精神，为‘好人之城’增光添彩……”近
日，“中国好人”谢现雷奔走在淮北景区景点、濉
溪文艺汇演现场，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
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

一个好人，带动一群人；一群好人，温暖一
座城。近年来，安徽省淮北市充分发挥“好人”
榜样作用，用“好人”铸好事，弘扬“好人文化”，
激扬文明新风，提升精神文明建设质效，在全
市上下形成“宣传好人、礼遇好人”和“人人学
榜样、人人当榜样”的良好氛围。

淮北市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
常，搭建“好人进校园、道德进课堂”等活动载
体，使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日常化、生活化。突出
文化传承，立足孝文化、小推车红色文化和“燃
烧自己、温暖他人”的煤城精神；聚焦乡村振
兴、生态环保、移风易俗等领域，邀请身边好人
担任公益大使、代言公益活动，深入开展讲文
明、树新风活动；支持身边好人牵头成立志愿
服务组织，带领更多人行善举、做好事。该市在
全省率先出台礼遇和帮扶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实施意见，每逢重大活动均邀请各级各类好人
参与见证。设立1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帮扶困
难好人和道德模范，连续多年为省级以上道德
模范、“中国好人”免费体检。

“板凳议事”破解群众烦难

“提到红白事大操大办问题，大家都知道铺
张浪费不对，但真遇到这种情况，有人就觉得

不多摆几桌撑不起面子。”在宿州市泗县屏山
镇大李村近日召开的“胖板凳”会上，村党总支
书记史杰抛出了话题。

“我们也想轻轻松松办喜宴，可是怕乡亲们
背地里笑话。”“如果制定一个具体的规则，我们
都按照这个规则来办事，就不存在谁笑话谁的
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出了各自的想法。

经讨论，大家商定了节俭办事的“村规民
约”。正为儿子准备婚宴的王大爷在“胖板凳”会
上承诺，举办宴席只招待至亲好友，总数不超过
6桌，王大爷的做法得到乡亲们的一致点赞。

今年以来，泗县屏山镇大李村创新思路，将
村里的法治广场定为“月半小板凳”村民议事
会场所，于每月15日召开“月半小板凳”村民议
事会，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胖板凳”会。会上由
群众推选“最美家庭”“最美婆婆”“最美儿媳”
等，化解家庭纠纷与婆媳矛盾；评选出的“最美
庭院”让村民学干有目标，不断刷新了老百姓
庭院的“颜值”。村里还定期开展党的理论宣
讲、实用技术培训、文化演出等活动，让文明新
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老百姓的心田。

在泗县城区的各个社区，“围楼夜话”把文
明之风吹到千家万户。夜幕降临，社区工作人
员、业委会、物业公司与包括楼栋长、单元长、党
员等业主代表围坐在一起，共商文明创建举措。

据悉，该县将通过更多让群众喜闻乐见的
活动形式，引导群众参与移风易俗活动，倡导
更多的人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践行者。

“幸福专车”引领婚庆新风

“今天的婚车有点大哟！”近日，一辆“幸福
专车”在六安市霍山县城的迎驾大道上行驶，
格外惹眼。车头系着大红花，玻璃上写着“小汪
小宋的婚车”，车窗贴着大红“囍”字，车内挂满
吉祥祝福，公交车被装饰成了“大花轿”。车里
充盈着歌声、笑声与祝福声，一对新人被亲朋

好友簇拥着驶向婚礼现场。
“传统迎亲大都是租几辆豪车，花费高。今

天，我们和亲友一起坐在公交车上唱歌、祝福、
合影，既活跃了气氛，又节约了婚礼成本。大家
都夸我们是婚事新办，移风易俗。”新郎汪先生
高兴地说。

去年12月开始，霍山县顺通巴士公交公司
将公司最好的公交车打造为“婚庆巴士”，接受
新人预订。喜事新办，婚事简办。一辆车就能抵
一个车队，既能为新婚群体节约 4000 元至
5000元不等的租车费用，又环保时尚，同时也
契合当代年轻人不落俗套、彰显个性的追求。

“这种公交车当婚车的文明新风尚，已经在霍
山县流行。这不，还没到国庆，我们又接到两对
新人的预约了！”霍山县顺通巴士公司总经理
叶胜告诉记者。

近年来，霍山县引导广大干群转观念、破陋
习，培育简约适度、文明健康的婚俗新风，为和
美乡村、乡村振兴、文明新风建设助力添彩。

清廉家风构筑拒腐屏障

“‘修身齐家，备载经史，谨身节用’。要不
是你们来征集，我真不知道我家的家谱上还记
录着这样的家风家训，我一定将祖辈的好家风
传承下去。”近日，在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新牌
村，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村民汪学枝家翻阅家
谱，汪学枝深有感触地说。

忠孝仁义、礼智信廉等传统美德，是优秀家
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价值观不仅体现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理想，也是现代社会
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繁昌区纪委监委深挖
本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廉洁家风元素，面
向社会征集素材，细致梳理家谱族谱、地方志
以及散落于碑刻与民间的珍贵史料，共征集到
廉律廉训15条，廉官廉事124件，极大地弘扬
了廉洁治家的思想精髓。 （下转A2版）

远山含翠，溪水潺潺，田畴似锦，瓜果飘
香……穿越城市的车水马龙，记者日前走进了
四川省广元市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阡陌之
间，一幅村容整、民风淳、文化兴的乡村振兴图
景跃然眼前。

农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近年来，广元
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内容，持续深化新时代
乡风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移风易俗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全覆盖实施文明新风积分机制，用好
用活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动形成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生机活力。

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

“办丧事，要节俭，厚养薄葬孝为先；有喜
事，要简办，夫妻恩爱是重点……”行走在旺苍
县嘉川镇灯塔村，村居错落有致，村民悠闲惬
意，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村村响”里不时传
来移风易俗宣传语。灯塔村党支部书记许凯告
诉记者，这是该村通过一事一议制度、在充分
了解社情民意的基础上于今年7月修订完善的
村规民约内容。“前些年，村里酒席泛滥，给村
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随着村规民约的逐步
完善，大力提倡移风易俗，有效遏制了‘人情消
费’，村民文明意识明显提升。”许凯说道。

就在前不久，灯塔村村民舒坤建想为考上
大学的儿子办一场升学宴。他向村委会提出办
宴申请后，村委会立即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上门，向其宣讲
村规民约内容，并对其进行劝导，最终双方达
成共识，取消升学宴。

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宴席标准，灯塔村还出
台了《文明办宴实施细则》，明确了办宴的范
围、规模以及礼金额度等相关事宜。同时，村里
的党员干部带头签订了“移风易俗承诺书”，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实际行动破旧立新，引导
村民移风易俗。

“红白喜事要简办，大操大办不点赞；家长
里短不一样，莫要相互比排场……”离开灯塔
村，记者来到了昭化区元坝镇杏花村，文化广
场上，“知客”刘燕一边熟练地打着快板，一边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移风易俗内容。

近年来，杏花村紧盯农村大操大办等突出
问题，成立移风易俗工作小组、红白理事会等，
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院

坝会、移动小喇叭等广泛宣传宣讲移风易俗内
容。“现在，村民都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的文明新风蔚然成风。”杏花村党
支部书记吴联超介绍，为提升村民文明意识，
该村还十分注重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定
期开展“道德模范”“最美人物”等评选活动，让
村民学有榜样，行有方向。

抵制陈规陋习，倡树文明新风。为做好移风易
俗工作，广元市聚焦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
养、人情攀比等不良风俗，深入开展移风易俗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有效遏制农村陈规陋习，不断改善
农村群众精神风貌，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值得一提的是，为做好移风易俗宣传教育，
广元市还用好用活乡村文化大舞台，推行“村

搭台、乡唱戏”两级联动模式，组织群众将道德
准则、行为规范编排成乡土节目，通过川北灯
戏、“七字歌”等川北民俗文化开展寓教于乐的
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
乡村“知客”宣讲队伍等作用，以身边人讲身边
事的形式引导村民转观念、破陋习、正家风。

积分兑换 激发奋斗热情

“35分可以兑换洗发露、25分可以兑换洗
洁精、10分可以兑换牙膏……”在青川县乔庄
镇张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道德超市”里，
张家村党支部书记刘德武向记者热情地介绍
起了超市的积分兑换标准。 （下转A2版）

本报讯（何小文）近日，由河北省文明办主
办的2024年“‘双争’有我·百场儿童剧进校
园”活动，走进廊坊市香河县、大厂回族自治
县4所学校进行精彩演出，为孩子们送去了丰
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盛宴。

本次“‘双争’有我·百场儿童剧进校
园”活动由河北省文明办主办、廊坊市文
明办协办、省话剧院儿童剧团承办，演出
剧目包括优秀原创儿童剧和新创红色主
题节目两部分。活动现场，河北省话剧院
儿童剧团一行为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儿
童剧《狐狸与枪》。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和

扣人心弦的经典故事，向同学们传递了善
良、勇敢、诚实的价值观。让孩子们在艺术
和快乐中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健康成长。演员们与孩子们之
间的良好互动，更是让整个演出现场充满
了温馨与快乐。

近年来，廊坊市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全面
发展，精心打造丰富的课后服务特色课程，让
未成年人在课余时间能够接触到多元化的文
化艺术形式，积极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进校园，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
推进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最近，广西南宁市将按摩业纳入特种行业
进行治安管理的规定，引发关注。其中要求按
摩服务业经营者“对凌晨2时至8时在场所内
接受服务的人员，应当如实记录其姓名、住
址、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等信息”，更是引发
讨论。有声音认为，将按摩业列入特种行业管
理没必要，是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会增加经
营者的负担，对夜间经济发展也不利。

编辑点评：有报道称，上海、云南昆明、陕
西西安等地，早就将按摩业纳入特种行业管
理，只是个别地方没有实名登记要求。此次南
宁针对特殊时段的按摩消费提出实名登记要
求，是必要的补充完善。一方面，一直以来，按
摩服务场所是各地治安管理的难点和重点，
有违法犯罪人员为逃避打击，利用这类场所
开展涉黄涉赌涉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还可能

有按摩色诱类诈骗在此发生。这些违法犯罪
活动不仅破坏家庭和睦，败坏城市文明形象
和社会风气，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我国早已将旅馆业纳入特种
行业管理，人们入住宾馆酒店，早就需要实
名登记。正如南宁相关方面所说，凌晨 2 点
至 8 点在按摩场所待着，基本上已类似于住
宿，比照旅社、酒店等住宿登记的要求，将按
摩服务场所纳入特种行业管理，并对凌晨 2
点至 8 点进入按摩场所的人员进行登记，并
无不妥，初衷是为城市提供更好的治安环
境。有专家指出，特种行业管理目前在全国
层面没有统一规定，每个地方对特种行业的
范围规定并不一致。为避免争议，也为提供
上位法依据，全国层面应对特种行业出台相
对统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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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近期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3）》提出，2024 年，除

了追求性价比之外，情绪释放将成为影响年轻一代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

与以往的消费需求不同，情绪消费的商品实用性不强，有些甚至没有实体产品。小

细节里有大乾坤，研究好“情绪价值”，不仅有其经济价值，有利于丰富消费场景、满足

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也有利于润滑人际关系、调节情绪，构建和谐社会关系。

河北省“百场儿童剧进校园”活动走进廊坊市

她坚守特殊儿童康复救助工作近十年，以
无私的爱心、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折
翼的天使”撑起一片爱的蓝天。她就是黑龙江
省密山市儿童康复中心校长于珊珊。今年7月，
于姗姗获评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

返乡开启特殊儿童公益救助
之路

2013 年，于姗姗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
学康复医学系。毕业后，于姗姗进入了哈尔
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事自闭症儿
童康复工作。在那里，她目睹了自闭症儿童
家庭的艰辛与无助，也深刻感受到自己工
作的意义。

2015年，于姗姗得知自己的家乡密山市
没有特殊儿童康复机构，许多患儿家庭不得
不长途跋涉到外省就医、承担高昂的治疗费
用后，感到非常难过。“作为一名学医的人，我
想为家乡的患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
姗姗说。

于姗姗毅然辞去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的工作，放弃省城的优渥待遇，回到家
乡创办特殊儿童康复机构。这个决定遭到了
家人和朋友的反对。于姗姗却坚定地说：“羊
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更何况那是生我
养我的家乡。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乡的患
儿受苦受难。”

2015年8月，于姗姗在自己80平方米的
家中打造家庭康复点，开启了特殊儿童公益
救助之路。回忆起那段时光，于姗姗感慨地
说：“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只收几百元的费
用。这几百元钱在外面可能只够训练半个小
时，但是我们让孩子在这里全天上课。”她的

事迹很快在当地传开，越来越多的患儿家庭
慕名而来。

点亮特殊儿童的希望之光

于姗姗介绍，特殊儿童的日常训练主要是
提高认知、语言与社交能力，这是一个漫长而
艰辛的过程，她耐心地教导每一个孩子，哪怕
是一个简单的物品认知，也需要教上百遍，但
她却从不言苦。

“每次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看到孩子们
纯真的眼神，看到家长和我分享孩子们的进
步，我就觉得我要坚持。”于姗姗说，她的坚持
和付出换来了孩子们的进步和成长——有的
孩子从最初的不会说话，到后来能够喊出“妈
妈”；有的孩子能够进入学校正常上学。这些
变化让于姗姗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然而，特殊儿童的教育并非一帆风顺。于
姗姗在工作中经常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有
的孩子会突然情绪失控、哭闹不止，有的孩子
会不受控制地流口水或在地上滚来滚去，还
有的孩子甚至会打她、咬她、吐她口水。面对
这些，于姗姗总是用温柔的话语和亲切的动
作安抚孩子们的情绪。

“这些孩子也是天使，只是他们的翅膀受
伤了。我要用我的爱和耐心，为他们疗伤、为
他们加油。”于姗姗说，希望通过她的付出和
努力，让越来越多的特殊儿童走出阴霾、迎来
光明。

为更多人带去希望和温暖

随着前来就诊的特殊儿童越来越多，于姗
姗的康复中心也亟待扩展，她倾尽所有积蓄
和精力，先后两次搬迁，从最初的80平方米家
庭康复点，到如今1700平方米的密山市儿童
康复中心，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宽敞明亮、设
施完备的康复训练环境。 （下转A2版）

为特殊儿童撑起一片爱的蓝天
——记“中国好人”于姗姗

◎ 本报记者 刘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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