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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点燃爱心与责任的火炬

B3 话题

巴蜀文化悠久绵长，与齐鲁文化、三晋文
化等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文化孕育文明，文明重塑文化。在精神文
明建设进程中，四川省坚持厚植文明沃土，践
行精神文明建设是为了人民幸福美
好生活的根本宗旨，统筹推动文明
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
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推动新
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提供坚强
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丰润道
德滋养。

传承红色精神
培育文明新风

千里巴山逶迤绵延，群峰巍
峨，重峦叠嶂。这里不仅有绿水青
山、白云蓝天，而且有多姿的、永不
褪色的红。1932年12月，红四方面
军经陕南翻越大巴山进入通江、南
江、巴中地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
据地，在巴中这片红色土地上留下
了众多革命故事和伟大红军精神。

巴中境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最大、最早的
红军烈士陵园，里面长眠着25048
名红军烈士。烈士陵园是历史的见
证，它记载着红军烈士曾经英勇奋战
的光辉历史。“大家好，我叫王建刚，
是住在这儿附近的一位老百姓……
我为什么几十年在陵园里守护呢？
这要从我的父亲说起……”“文明
中国”主题采访报道组刚走进烈士
陵园，就看到72岁的王建刚老人向
前来瞻仰红军墓的群众讲述他们
一家与红军的故事。

“我的父亲王成现1932年加入
红军，先是在后勤部，后来调入通讯
班。”王建刚说，父亲因外出为红军
送信，没能跟上离开的大部队，便决定留下来
为牺牲的战友守墓。1994年，王成现去世。此
后，王建刚便成了接力守墓的人。如今，王建刚
年事已高，他便将守墓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小
儿子王均培，并叮嘱他一定要尽心尽责。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影响一座城。
王建刚一家三代人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红军
烈士陵园，更是进行着一场红色文化的精神
接力。当地至今还保留着一个习俗，大家在春
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都会到红军墓前祭拜。
这是因为，当年23万人的通江就有近5万人
参加红军，红军是他们血脉相连的亲人。历史
在承续中前进，老区人民永不忘记那段光辉
的岁月，用行动默默守护着那一抹鲜红。

红色文化是文明培育的重要内容和精神
源泉。如何让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赓
续红色血脉，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

“我们是红军小学，把红色文化作为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元素，以身边的小事为例子，
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爱国不一定非

要战场上轰轰烈烈，但一定要时刻有满腔热
情。”“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通江李
先念红军小学后，学校负责同志向记者们介
绍红军小学传承好红色文化的情况。

通江李先念红军小学前身是“列宁小学”，
于1932年10月红军入川时所建。多年来，学校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严格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将红色教育融入课程、融入环境、融入

活动、融入实践，扎实开展红色教育，
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开展“向英烈献一
枝菊花”“为墓碑描一次红”“聆听守陵
人讲一次微课”等缅怀活动。

红色资源是赓续红色血脉、补足
精神之钙的营养剂。红军小学利用红
色资源，用各种生动的线下课程厚植
学生爱国情怀，传承革命薪火，让每
个孩子保持“向上”“向善”的价值追
求，这也是当下学校传承红色基因的
责任和担当。

…………
近年来，四川省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全覆盖。在183个县级
行政区以及12个经开区（功能区）建
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95个，在所
有乡镇（街道）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3100个，在所有行政村（社区）建
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34394个。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基地为载体，大
力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在巴蜀大
地凝聚起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

引领向上向善
扩展文明实践“服务圈”

文明贵在养成，文明重在实践，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引领向上向
善，扩展文明实践的服务站。

江油是四川地区“三线建设”时
布局企业最多的县级市，随着国企改
革，承接了大量国企转制的老小区。
三合镇的川矿社区就是其中的代表，
80%以上的居民为企业退休职工和

家属，其中老龄人口占比达33%，属于典型的
人口老龄化社区。

“上了年纪，腿脚不方便，自己吃得也少，
买菜做饭成为一件烦心事。”江油市三合镇川
矿社区居民刘婆婆的话道出了很多社区老人
的烦心事。社区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不只
是刘婆婆，很多空巢、高龄、失能和失智老人
都有“吃饭难”的难题。

针对老人们的就餐需求，川矿社区积极
回应，主动靠前服务，协调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闲置场地，争取上级部门资金进行硬件装修，
打造爱心食堂，招聘厨师及杂工，每天采购新
鲜食材，自主烹饪，供应餐食。在价格上，食堂
坚持走大众化亲民之路，只要花上十多元，就
能吃上一顿一荤两素，或两荤两素的套餐。而
针对70岁以上老人，计生特扶人员、残障人
员、低保人员，凭相关证件在食堂还能享受优
惠折扣。同时，食堂承担了送餐功能，每天风
雨无阻地为生活不能自理、孤寡、独居、空巢
等老年人提供配餐送餐服务。（下转A2版）

“文明中国”四川篇

展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蓬勃活力与积极成效
——福建省举办“文明实践我行动提质培优再奋进”现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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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由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福建省
广播影视集团主办，中共泉州市委文明办、中共泉
港区委、泉港区人民政府、泉港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承办的2024年福建省“文明实践我行动 提质
培优再奋进”现场活动在泉州市泉港区举办。本次
活动为期两天，内容丰富多样，涵盖实地观摩、创新
案例交流、新时代文明实践优秀成果展、便民服务
集市以及文艺汇演等多个板块，展现出全省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蓬勃活力与积极成效。

/ 实地观摩 /
深入体验文明实践成效

11月28日下午，活动组一行走访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泉港区界山镇东张村、南埔镇惠屿村，
深入了解泉港区在文明实践方面的成果和经验，
让大家领略到文明实践的别样风采。

东张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泉州市级提质
培优工程文明实践单位。近年来，“全国文明村”

“全国侨胞之家”东张村充分利用本村侨情特
色，深入挖掘侨文化内涵，精心打造“一馆、一
社、一会、一楼、一园”五个平台，特别是守护好
侨文化的“根”与“魂”，讲好新时代侨乡故事，
凝聚起海内外侨胞力量，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与“侨文化”双向奔赴。惠屿村作为福建省首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岛，在获评省首个“金牌信用
岛”的基础上，注重将文明岛屿创建作为提升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抓手，创新推出宣传阵
地全覆盖、海上岛上同频共振、文旅产业和志愿
服务双向提升、党建品牌和文明实践交相辉映

的“惠屿模式”。
“惠屿村虽然是人口不多的海岛村庄，但文

化底蕴深厚，村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屏南县
委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叶学菊赞叹道，“该村充分
利用文明实践场所，在广场上集中展示岛内特色
文化，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
活动。未来，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探索山海融合的
文明实践发展方式。”

/ 案例交流 /
文明实践的生动表达

文明实践我行动，提质培优再奋进。创新案
例展示交流是本次现场活动的“重头戏”。11月
29日上午，来自福州、漳州、龙岩、宁德、泉州五
地市的11位项目负责同志为大家展示交流近年
来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机制创新、活
动开展、项目实施、队伍建设、典型培育、提质培
优等方面的创新案例。

“案例展演展现了福建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缩影，11个项目各具特色，机关、社区、企业等多
元主体通过强大资源整合能力，为群众参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交流现场，集美大
学巨东红教授对11个创新案例进行点评，她指
出，这些案例不仅是党的理论思想深入群众的生
动体现，还凝聚了人心和共识，引领文明风尚的
同时，对经济建设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与会
者们认真聆听，呈现了良好的学习和交流氛围。

交流会现场，提线木偶戏《木偶书法》、北管
《四大景》、《南音——清平调·云想衣裳》等精彩

纷呈的节目依次上演，这些节目均以文明实践为
主题，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现了文明实
践在当地人们生活中的积极影响。

/ 成果展示 /
分享智慧与经验

公益广告刊播、文明实践特色标志标识展
示、泉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优秀成果展、泉港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服务集市及文艺汇演……
活动现场，文明实践成果展全面展示了各地在文
明实践工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此次成果展共收集到标识标语101条、公益
平面广告80幅、视频作品70部，通过图片、文
字、实物等多种形式，呈现了文明实践活动在理
论宣讲、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志愿服
务等方面的显著成效。一幅幅照片记录着志愿者
们辛勤付出的身影，一个个数据见证着文明实践
活动的广泛覆盖和深入开展，一件件实物则体现
了文明实践工作与地方特色文化的有机融合。成
果展吸引了各地到访的文明实践工作者驻足观
看，他们在参观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文明实践工作
的强大力量和深远意义。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泉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骨干培训班。培训班邀请了业内专家、资深从业
者担任讲师，他们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理念、
工作方法、项目策划与管理等重要内容进行了深
入讲解。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现场活动，为全市各
地文明实践工作骨干们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
学习体验。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 黄玥）记者
从共青团中央获悉，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2024年集中交流活动近日在广东汕
头闭幕。

本次大赛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
发展、社会服务等领域，吸引全国 14000 余个
志愿服务项目参与，最终遴选出601个优秀志

愿服务项目和公益创业项目参与全国赛终评。
闭幕式上，来自武汉理工大学、厦门大学、汕头
大学等单位的10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团队代
表生动讲述各领域、各战线志愿服务故事。活
动表彰了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金、银、铜奖项目和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公益创业赛金、银、铜奖项目。

全国赛终评期间同步举办志愿服务主题
展、志愿服务大讲堂等主题交流活动，为基
层志愿服务组织搭建项目展示、组织交流、
资源对接、文化引领的平台。据悉，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自 2014 年在广州举办以
来，先后吸引全国 6 万多个志愿服务项目参
赛参会。

日前，国家广电总局出手整治“霸总”微
短剧，要求微短剧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创作表
现企业家群体，讲好历史上和当代的中国企
业家故事，不以“霸总”之类的字眼吸睛引流。
避免局限于爱情撕扯和家庭纠纷，尤其要防
止宣扬攀附权贵、豪门、富豪的婚恋观。

编辑点评：“霸总”乃“霸道总裁”之简称，
他们的身影在网络小说、电视剧中曾频繁出
现。如今“霸总”又迅速占领网络微短剧，其传
递给观众的，往往是挥金如土的生活、盛气凌
人的做派、“总裁爱上灰姑娘”的内容，再加上
跌宕起伏的情节，一些观众即使觉得“霸总”
微短剧脱离生活实际甚至荒诞不经，仍愿意
沉浸在这种剧制造的“爽点”中。

总的来说，“霸总”微短剧的主要问题有三。

一是价值观导向不正确，可能让一些受众丧失
进取心，充满对金钱、权力、豪门婚恋的幻想而
逃避现实，还容易误导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导致
他们对金钱、婚姻、权力等形成错误认知。二是
过度娱乐化的“霸总”剧，对企业家群体进行了
失真展现甚至是歪曲展现，损害企业家群体的
形象，长此以往，会让部分观众误解现实中的企
业家群体，形成深刻的偏见。三是胡编乱造的

“霸总”剧，也会拉低微短剧的整体质量。
期待微短剧创作者珍惜蓬勃发展的市场

机遇，尊重艺术创作规律，贴近企业家群体的
实际生活进行创作。这既是保护企业家群体
的形象、呵护社会主流价值观，也是对艺术创
作的自我保护。相关平台更要落实主体责任，
提高审核把关能力，不给输出错误价值观的

“霸总”微短剧以生存土壤。

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为基层搭建交流平台

“霸总”微短剧不宜再“霸屏”

今年12月5日是第39个国际志愿者日，活动主题为“贡献志愿力量创造美好生活”。

在这一天，我们要向所有无私奉献的志愿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问候。

让我们以志愿者为榜样，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用自己的点

滴行动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让关爱与互助在社会不断传递、延续，共同书写奉献爱

心、服务社会的温暖篇章。

新华社北京 12 月 4 日电（记者 黄玥）记
者 4 日从全国妇联获悉，在第 39 个国际志愿
者日到来之际，2024 年巾帼志愿敬老爱幼关
爱服务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各级妇联立足
社区，落脚家庭，服务“一老一小”，组织
2400 万名巾帼志愿者开展主题摄影、义诊、

护理照料、心理关怀、亲情陪伴等一系列暖
心服务。

活动中，“我和我的祖国”敬老关爱行以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重点区域，招募
巾帼志愿者前往社区乡村、敬老院等地，为近
5000 名与共和国同龄的妇女拍摄主题照片，

用影像记录与祖国共奋进的巾帼力量，同时
为她们送去温暖和关爱。活动还结合正在开
展的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服务，组织巾帼志愿
者为留守儿童、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等，提供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关爱陪护、家教
指导、困难帮扶等志愿服务。

近年来，安徽省安
庆市岳西县加大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
农村公路拓宽硬化工
程，打通群众出行“最
后一米”，一条条产业
路、旅游路、发展路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
力，让群众出行更加方
便，成为村民们的致富
路、幸福路。图为12月4
日，在岳西县天堂镇木
冲社区，蜿蜒公路通到
家 家 户 户 门 口 ，与 村
庄、田园、山峦等交相
辉映，构成一幅大别山
腹地美丽乡村新画卷。

吴均奇摄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宣
传部印发表彰决定，对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作品进
行表彰。授予《齐白石》等15部戏剧作品、《流浪
地球2》等12部电影作品、《问苍茫》等16部电视
作品、《陶三圆的春夏秋冬》等10部网络文艺作
品、《禾下乘凉梦》等10部广播剧、《天山放歌》等
12首歌曲、《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等15部图书和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等15篇
理论文章，共105部作品“优秀作品奖”；授予北
京、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宁夏等15个省
区市党委宣传部“组织工作奖”。

据悉，本届“五个一工程”主要评选表彰2022
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首次播映、上演、登
载、出版、发表的优秀作品，获奖的105部作品是从

各参评单位报送的1068部作品中经过层层严格
评审程序精选出的，充分反映了近两年来精神文
化产品创作的丰硕成果。评选工作遵循严格的评
选规则和评选程序，坚持正确导向和作品质量第
一，尊重评审委员会和群众意见。评
选结果对社会进行公示，充分听取各
界意见，体现了评选工作的公正、公
开、公平。 详细名单请扫二维码。

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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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万名巾帼志愿者开展关爱活动温暖“一老一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