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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市

“文明有礼”引领城市文明新风尚
◎ 本报记者罗园

标题新闻

编辑 王丽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首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在回答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相关提问时，全国政协委员、南
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表示，应给60
岁至70岁的“活力老人”提供更多发挥
余热的机会，挖掘老龄人口红利。

编辑点评：当下众多 60 到 70 岁的
老人，身体素质良好，精力依旧旺盛，
他们积累了深厚的知识储备，拥有丰富
的人生阅历和精湛的专业技能，具备继
续为社会发光发热的能力。为他们搭建
发挥余热的平台，不仅能圆老人老有所
为、实现自我价值之梦，也能为社会发
展注入新活力。

从社会层面来看，“活力老人”积极
参与社会事务意义深远。一方面，能有
效减轻家庭养老负担，让年轻人更安心
地投入工作与生活；另一方面，这种参
与能营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良好
社会氛围，让老人在社会中成功实现自
我价值，增强其幸福感与归属感。同
时，他们的奋斗精神也能为年轻人树立
榜样，促进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的深度
交流与和谐共处。

然而，要真正让“活力老人”的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政
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协同努力。比如，
如何把他们多年积累的知识结构和社
会经验调动起来，赋能相关领域和行业
的发展，值得探索。

先进典型的光辉，如明灯照亮前行
之路；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似春风深
入人心；城市文明的气息，弥漫在市民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四川省雅安
市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地上，文明
如同潺潺溪流，润泽着城市的每一寸肌
肤，滋养着每一位市民的心灵。

近年来，雅安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广泛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推进文明培
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不断提升市
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榜样领航 崇德向善扬新风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3月5日上
午，在雅安市2025年“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争做文明有礼雅安人”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四川省道
德模范、天全县中医医院原院长“大先
生”陈怀炯的感人事迹被宣讲员深情讲
述。陈怀炯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精
神，如同一束强光，穿透人心，让在场
的人们深受触动，在聆听中汲取奋进力
量，学习榜样精神。

2021年以来，雅安市结合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持续组织开展“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 做文明有礼雅安人”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推荐评选
和学习宣传活动，先后涌现出一大批
像陈怀炯这样的先进典型。耄耋老人
张文彬捐赠毕生积蓄30万元助力第

二故乡教育事业，获评“中国好人”；杨
兴海一家3代人守护 12座红军墓 90
载，同样获此殊荣。在活动中，雅安市
拍摄录制《道德讲堂》《百姓故事汇》等
短视频进行展播，广泛宣传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的事迹，在雅
安全市营造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为扎实推进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雅安市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最美
家庭”“清风润雅州 雅安好家规”等评选
表扬活动，多条家规获评四川省“天府好
家规”。此外，雅安市还精心承办“德耀巴
蜀 好风传家”2024年四川省先进典型家
风谈活动，大力弘扬“大先生”“飞将军”
等一批优秀家风，深入推进全市家庭文
明建设，以良好家风带动文明新风。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雅安市扎实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深入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持续开展青少年经
典诵读、诗词大赛、国学大会等活动，大
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市中小
学校中创新开展传统体育、茶文化推广
和红色研学等特色活动，不断加强校园
文化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活动纷呈 文明实践织密网

在雅安市2025年“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争做文明有礼雅安人”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现场，雅安市青年志愿者
协会的王昱心作为全市“学雷锋标兵”，
发出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
文明有礼雅安人”的倡议。 （紧转2版）

金色广安
春归花桥

3 月 8 日，以“金色广安
春归花桥”为主题的 2025 广
安花桥油菜花季活动在四川
省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开
启，推出多项创新玩法，通过
丰富多彩的“农文旅体”活
动，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春日
体验，展现乡村全面振兴新
面貌。图为 2025 广安花桥油
菜花季活动现场。王壹宁摄

“锋”火相传，文明有我
——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带积极开展学雷锋文明实践活动

◎ 本报记者周洁王露李林晅卢瑶罗园施华琼袁矛刘旭飞

时序更替，“锋”火相传。62年来，雷锋的名字家
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学雷锋活动在全国持
续深入开展，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
灵。3月以来，川渝地区以“学雷锋”为契机，创新活
动载体、丰富活动内涵，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积极推进川南渝西、川中渝西、川东北渝北和川
东北渝东北4条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建设，形成了多
地联动、全民参与“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
动的生动局面，让雷锋精神绽放出璀璨的时代光芒。

● 川南渝西新时代文明实践带：
品牌打造引领文明风尚

3月4日下午，内江市学雷锋活动月暨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集市在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启动。20家行
业单位围绕“理响甜城”“德耀甜城”“文韵甜城”“风新
内江”“情暖万家”五个文明实践品牌推出32项服务
项目，积极参与“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

沿川南渝西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向南，四川省泸
州市合江县组织60多家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
500余名志愿者代表开展志愿服务集中行动，向现
场群众提供了文艺演出、爱心义诊和中医针灸推拿
等服务，累计服务群众1万余人次。

在川渝交界处的重庆市江津区，学雷锋热潮在田
间地头涌动。“渝善渝美 志愿江津”学雷锋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现场发布了“2024年江津区志愿服务十件
大事”和“2025年江津区志愿服务十项重大活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六讲”、生态环境保护、交通先锋、红十
字党员、逆风救援、永进义工等10支志愿服务队和几
江、鼎山、圣泉、德感、双福五个街道同步组织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走深走实。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内江隆昌市与重庆市荣昌
区、重庆市永川区也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
雷锋主题活动。

● 川中渝西新时代文明实践带：
多彩活动为幸福“加码”

3月5日，位于川中渝西新时代文明实践带上的
资阳市安岳县合义乡大安村，一场由四川省资阳市
安岳县和重庆市大足区相关部门共同举办的“川渝
文明 大安同行”学雷锋文明实践活动在该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如火如荼地展开。

活动中，农技志愿者现场授课，传授大豆、玉米
等农作物种植的农业技术，助力乡村发展；围绕健康
生活，急救技能培训志愿者耐心演示心肺复苏等技
能，提升村民自救互救能力；量血压、测血糖，医疗志
愿者忙碌地为村民解答健康疑问，提供个性化建议；
在普法宣传区，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册、现场讲解等
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村民法治观念……丰富多
彩的志愿服务暖进群众心窝。

当天，位于川中渝西新时代文明实践带上的四
川省遂宁市船山区、遂宁市蓬溪县与重庆市潼南区
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

在船山区育才路街道和平西路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来自消防支队、医院、电力公司等单位的志
愿者为居民科普消防知识、检查身体、理发。

遂宁市蓬溪县群利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则联合
重庆市合川区二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重庆市潼
南区宝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共同开展了“学雷锋·
文明实践我行动”——川渝毗邻镇健康义诊行活动，
组织医疗志愿服务队分别深入群利镇印花村、二郎
镇联珠村、宝龙镇长新村，为村民提供便捷的健康服
务，提升村民的健康意识。义诊现场，医护志愿者耐
心细致地为每一位村民进行检查，并测量血压，给予
健康指导。

● 川东北渝北新时代文明实践带：
文明行动共建美丽家园

为了用实际行动做好长江上游生态大保护的倡
导者、维护者、捍卫者，位于川东北渝北新时代文明
实践带上的各地携手共护一江绿水、共促生态文明、
共助川渝发展。3月4日，四川省2025年“3·5学雷
锋”青年志愿服务省级示范活动暨川渝“河小青”共
护母亲河广安分会场活动在华蓥市明月镇明月沱广
场启动。活动中，青年志愿者开展了河岸净滩、无人
机巡河、鱼苗投放实践等巡河护河活动。3月5日，重
庆市渝北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在宝圣湖公园开展了

“河小青”巡河护河志愿服务活动，仔细清理湖边草
丛中的碎片、纸张。 （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
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营造全社会
尊重和关爱妇女儿童、关心妇女儿童事
业、支持妇女工作的良好环境，在“三
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
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5年“最
美巾帼奋斗者”先进事迹。

王志勤、玛依努尔·尼牙孜、李娜
倮、杨淑亭、金梅林、赵海伶、赵春玲、
黄红缨、崔玉芳、梁代华等10位全国三
八红旗手标兵光荣入选2025年“最美
巾帼奋斗者”。她们拼搏进取、担当奉
献，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起
到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有的在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追求卓越，有的为

动物生物制品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有的身残志坚带领残疾人创业致富，有
的依托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有的为民族
文化传承发展贡献力量……她们的先
进事迹，集中展现了自强不息、坚韧刚
毅、智慧豁达的新时代女性风采。

广大妇女表示，新征程上我们都是
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将以

“最美巾帼奋斗者”为榜样，发挥好妇
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
用，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
良好家风，做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
贡献的新时代女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据悉，2025年“最美巾帼奋斗者”
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
结束后，来自贵州省赤水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杨昌芹怀着激动的心
情走出会场。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李强总理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提升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考古
研究水平。国家对非遗保护利用的重视令我信心
倍增，回到赤水后，我会第一时间将新政策分享
给乡亲们。”

杨昌芹是一名“90后”苗族姑娘，也是贵州省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赤水竹编第六代传承人。一根
普通的竹子，在她的手中，经过数十道繁琐而精细
的工序，便能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竹编手工艺品。全
国两会期间，杨昌芹向与会者展示了亲手制作的
竹编水杯、竹编篮子和竹编配饰等手工艺品。这些
精美的手工艺品，正是她以匠心为针、以创新为
线，让传统竹编技艺焕发新生，助力乡村振兴的生
动见证。

赤水，是一片被翠竹环绕的土地。出生在赤水
河畔的杨昌芹，从小与竹子为伴，加之在木匠父亲
的耳濡目染下，她自幼便对绘画手工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2007年，中专毕业的她凭着对手工艺的
热爱，毅然放弃了稳定的幼师工作，开始跟随贵州
省竹编工艺美术大师陈文兰学习赤水竹编技艺。

彼时的赤水竹编，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濒
临失传的困境。看着老一辈手艺人年逾古稀，后继
者却十分匮乏，杨昌芹默默告诉自己：“不能让这

门手艺断在我们的手里！”带着这份信念，她从最
基础的选竹、砍竹、锯竹学起，反复锤炼刮青、破
竹、起篾、染色、煮篾、拉丝等二十多道工序。技艺
日渐成熟，双手的累累伤痕也逐渐化作厚茧。“虽
然当时家里人都不同意我选择竹编这个‘冷门’行
业，但性格倔强的我一旦做了决定，便十头牛都拉
不回来。”杨昌芹一边展示双手的老茧与疤痕，一
边回忆道。

随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凭着对赤水竹编的热
爱，杨昌芹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从未停下脚步。
她办起了竹编工坊，成立了竹艺公司，并将传统竹
编技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创新性地将平面竹编
转化为立体竹编，推出了“极竹堂”“杨昌芹”等竹

编品牌，设计开发出竹丝扣瓷、竹编灯饰、竹编提
包等一系列既保留传统竹编精髓，又融入现代设
计巧思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喜
爱，还远销世界各地。“传统技艺要‘活’下来，必
须与时代对话。”杨昌芹表示，要将传统竹编工艺
结合时代审美进行创新，把传统元素融入时代生
活，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和传承。

在赤水市大同古镇，万亩竹林间，“嚓嚓”的竹
篾摩擦声此起彼伏，杨昌芹所创建的竹编基地和
竹艺公司便坐落于此。基地的墙上，“带学一门技
术 带动一批群众 带富一方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的标语格外醒目。“我们通过‘党支部+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建成竹编非遗产学研基地、赤
水非遗竹编展示中心、竹编非遗工坊等场所，推动
竹编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周边众多乡亲在家
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杨昌芹介绍，公司的员工
大多是附近乡镇、村寨的留守妇女、建档户、残疾
人等，其中留守妇女占90%左右，“她们不需要坐
班，大多数是把原材料带到家里编织，在依靠双手
挣钱的同时，能顾得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实现
了竹编的传承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杨昌芹创建的竹艺公司逐渐
发展壮大，年产值达2000余万元，直接带动100
余人实现固定就业，间接带动上下游近万人从事
竹编相关产业。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
事业”，杨昌芹书写了一个关于文化传承与乡村振
兴的中国故事。 （下转2版）

“竹编姑娘”巧手编出振兴路
——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杨昌芹

◎ 本报记者漆世平

● 今年是杨昌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的第八年。履职期间，她走村串户，针对基

层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研，将群

众的期盼一次次带到全国两会

● 今年全国两会，杨昌芹热切盼望

高铁能够尽快开通，为赤水竹编搭起一条

通往外界的快速通道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
2025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先进事迹

让“活力老人”
展现银龄力量

四部门联合开展

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

我国自愿碳市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56场在

河南安阳举办 宣讲文字起源与中华文明

全国秋粮累计收购超3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