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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治理创新

成都出台新时代城市文明九大行动方案
◎ 彭祥萍

志愿微光汇聚 照亮文明之路
——陕西渭南市文化艺术中心“在艺起”文化志愿服务纪实

◎ 白戈明

（上接1版）
巡护过程中遇到危险是常见的事。2001年，牛正发巡山时

遇到了一群野象，他凭借对野象习性的熟悉，迅速夺路撤离，但
还是被野象追出了1000多米，好在有惊无险。还有一次巡山时，
牛正发与狗熊迎面相遇，狗熊追上并抓伤了他，好在伤势不重，
处理好伤口在家休息了几天，他又踏上了巡护山林的征程。

守护着这片森林资源，牛正发也见证了从“靠山吃山”到守
护“绿水青山”的生态转型。普文镇从1998年开始全面实行封山
育林政策。对于过惯了刀耕火种的村民来说这无疑是生产生活
的“绊脚石”，许多村民不赞同、不理解，让这项政策推行起来困
难重重。为了让群众更加了解封山育林政策，牛正发坚持带头学
习理论知识，逐字逐句详读森林资源保护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
遇到不懂的专业术语，积极向林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请教。掌握
专业知识后，他便深入各家各户宣传禁止烧荒、乱砍滥伐等护林
政策，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吃了很多闭门羹，还遭到了谩骂和
指责。

为了宣传好森林防火等知识和相关政策，他一改往常严肃
的工作态度，挨家挨户耐心讲解，有时候看到村民家里有老人和
小孩，他便买上一些糖和水果带去，一边和他们唠家常，一边将
相关政策潜移默化地融入他们的生活中。每年菌子成熟时节，他
都会守在进山口，叮嘱进山捡菌子的群众：“不要把火种带进山
林，只捡菌子，不要采摘金线莲这些国家保护植物。”久而久之，
他便和村民打成一片，工作也顺利推进。当地百姓对牛正发的护
林工作给予了更多理解和支持。

2023年5月，儿子牛万成从牛正发的手中接过了护林的接
力棒，成为了新一代护林员。“一定要守好责任林。”牛正发时常
叮嘱儿子，护林员守护的不仅是生长在这片森林里的花草树木、
飞禽走兽，更是人类的家园。

（上接1版）
森林进城下乡，在共建共享中释放生态福利。
在城市，福建大力推进绿化美化工程，福道蜿蜒盘旋，城市

公园、口袋公园星罗棋布，新建和改造提升的公园绿地、绿道如
繁星点缀。2024年，全省建成福道899公里，新建和改造提升公
园绿地816公顷，建设郊野公园20平方公里和口袋公园226个。
一个个城市“绿肺”的落成，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充满生机
活力。

在乡村，昔日荒坡秃岭绿树成荫，废弃矿山重披绿装，错落
民居掩映在绿树繁花之中，古树名木在妥善保护中焕发新的生
机。一座座绿色村庄的兴起，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打卡观光，感
受绿意乡愁，体验自然风情。目前，全省已建成省级森林乡镇
110个、省级森林村庄1400个。

林农上山入林，绿海淘“金”，探索“不砍树也致富”新路径。
“森林不仅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还蕴含着强大的生产

力。”福建坚持立足资源优势，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序
开发森林食物资源，推动笋竹食品、林下经济、木本粮油、食药花
卉等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增强森林食物多元化供给能力。

绿色含“金”量还不止于此。
近年来，福建充分发挥森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森林旅游、林产品加工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通道。2024年，全省林业总产值达8121亿元。其中，
竹林面积1873万亩，竹笋产量213万吨，面积、产量均居全国第
一；花卉苗木“美丽经济”全产业链总产值1355.5亿元；福建林业
碳汇FFCER交易与再交易量、交易额持续居全国前列。

解锁美丽福建的生态密码

守得青山满眼绿

3月26日，四川省成都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召开精
神文明建设“九大行动”部署会，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充分
整合各部门资源，现场部署九大行动助力城市治理，全面
推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创新突破、提质增效。

会上正式发布《推进新时代城市文明建设九大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针对交通拥堵、人居环境、街巷治
理、公共服务等高频民生诉求，提出覆盖全域的精细化治
理方案，标志着成都将以精细化治理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再
升级。

“九大行动”聚焦治理创新
勾勒文明新图景

“九大行动”从交通脉络到街巷肌理，从校园书声到医
卫服务，编织出覆盖城市生活全场景的文明经纬网，分别
是——“城市交通治堵提升行动”“农村文明交通倡导行
动”“背街小巷环境提升行动”“小区院落文明新风行动”

“校园文明环境提升行动”“医院周边综合提升行动”“环城
绿道文明骑行行动”“未成年人心理护航行动”“窗口单位
微笑服务行动”。

根据《方案》，“城市交通治堵提升行动”将建立交通设
施定期巡检制度，优化路口和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
灯设置，增设行人过街信号灯、安全岛、护栏等设施。通过
公益广告、社交媒体等多种形式，向市民宣传文明出行的
重要性，推广普及“车让人、人快走”，组织交通劝导志愿者
常态化开展引导，提高市民文明交通和安全意识。严格查
处交通违法行为，重点整治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行人乱穿
马路、非机动车逆行和闯红灯等不文明行为，杜绝混行、抢
行带来的交通拥堵。

围绕城乡人居环境“净优亮美”目标，“背街小巷环境
提升行动”明确加强停车秩序管理，综合整治车辆占用非
机动车道、绿化带、人行道、消防通道等违规停放现象。加
强街巷环境的动态保洁，发动临街商铺协助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车辆停放秩序维护等工作，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
的环境。创新“我们的文明街巷”主题宣传倡导，策划开展
文明宣讲、文明养宠知识科普、垃圾分类实地互动体验等
活动，组织各区（市）县因地制宜制作刊播“文明画报”，引
导市民群众养成文明习惯。

以“一巷一策”守护城市乡愁，“小区院落文明新风行
动”明确运用文学艺术、志愿服务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因地制宜策划组织环境美化、邻里关爱等系列文明实践活
动。开展美丽家园共建活动，组织“垃圾分类”“文明养犬”

“卫生大扫除”“光盘行动”等活动。开展安全健康科普活
动，组织反电诈、健康生活、文明科学及用电用气等知识宣
传科普活动。开展邻里关爱互助活动，组织结对帮扶、巡访
慰问、院落美化等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在传统节日等重
要时间节点，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

良性的“双向奔赴”
民生细节见证治理温度

“开门治堵”解码城市治理密码、医卫动脉疏通生命通
道、街巷蝶变绽放幸福之花……事实上，成都在施政中高度
重视民生细节，并探索出了一套精细化的民生服务机制，市
民对此产生积极响应，双方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双向奔赴”。

在700万辆汽车保有量的压力下，成都首创“12345
热线+治堵专班”双轮驱动模式。针对东安湖体育公园“逢
演必堵”症结，通过新增一处主道出辅道临时出口，并在进

城方向新增一处辅道进主道临时入口这台“小手术”来破
解。平时，该新增路口采用隔离栏封闭，在遇到大型演出、
赛事或道路拥堵严重时将及时启用。现场还会通过蜀都大
道东一段路侧的3块显示屏信息指引、交警现场疏导等手
段，更好地缓解演出日的拥堵情况。这种“解剖麻雀式”的
精细治理，让市民在“堵点变通途”中感受城市温度。

医疗资源的“虹吸效应”带来的交通困局也正在破题。
2025年，成都将集中治理“就医停车难”问题，对21家长
期存在拥堵和停车难的医院“一院一策”进行交通治理，通
过量身定制的优化措施，多措并举，在2025年底前完成这
项工作。

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周边交通优化为例，“分区抵离、
分点上下”交通组织优化方案实施后，实现无停车需求的
送医车辆（出租车、网约车、送医）和有停车需求的就医车
辆（私家车）通行路线及乘客上客点与下客点的有效分离，
交通顺畅度明显提升，让“生命通道”真正畅通无阻。

夜幕下的茶店子南街行人如织，改造一新的步道折射
着暖黄灯光。这条曾因设施老化导致商户流失的老街，通
过“市政改造+业态升级”组合拳，60余家店铺形成特色美
食矩阵，摇身一变成为成都市潮流美食聚集地和公园城市
新名片。

茶店子南街的华丽转身，是成都“微更新”理念的生动
注脚。而这种微更新，正在全域铺开——过去一年，成都完
成1599项重点区域环境提升，打造667个“美丽街角”，30
条示范街巷焕发新生。

这些跳动的数字背后，是市民在早高峰畅通的车流
里、在花香萦绕的街角处、在邻里相携的笑颜中，触摸到的
真实幸福。当文明基因融入城市血脉，这座雪山下的公园
城市，正书写着新时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温暖答卷。

河北邢台市
2.1万余块“为您服务栏”全新上线

本报讯（席晶）连日来，河北省邢台市多个小区内的“为您服
务栏”全面升级，设计更美观、内容更丰富、信息更安全。目前，中
心城区已安装2.1万余块“为您服务栏”，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便
捷、高效的服务。

该市团结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没有专业物业公司入驻，便
民服务信息需求大。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各楼道口安装了全新
的“为您服务栏”，上面划分了开锁换锁、家政服务、管道维修、公
告等多个板块，每个板块内都有商家的电话信息。同时，服务栏
内还列出了自来水、供电、热力等公共服务企业的联系方式，方
便居民查询各类服务信息。

今年以来，该市统筹市辖六区，发动各街道、社区等力量，对
开锁换锁、家电维修等商家广告信息进行广泛收集、核实与筛选，
建立服务商家信息库，动员爱心企业制作全新“为您服务栏”，安
装到各小区的居民楼楼道口，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建立
小广告张贴申请机制。新商家如要张贴信息，需联系社区或小区
物业进行申请，从源头对小广告进行有效管理。此外，街道、社区
还将定期对服务栏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信息的时效性。

本报讯（温铭）3月26日，浙江省温州市文明办主任会
议在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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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文明办主任会议精神，学习贯彻
落实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市动员部署会暨全市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24年工作，安排部署
2025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战线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
明创建，实施“迎园博 讲文明 强品质”行动，开展“大起

底、大清零”专项行动，深化文明乡风建设，推动文明创建
向更高质量发展；建设温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学院，建设
高水平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百千
万”进所站活动和“一阵地一项目”建设，推动文明实践向
更深层次拓展；道德典型选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
明好习惯养成等领域守正创新，推动文明培育向更广范围
覆盖，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开启新篇章。

会议强调，做好今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锚定“打造幸福温暖的全域文明之

城”目标，实施“文明润城”行动，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
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持续深化“浙江有礼·瓯越先行”
市域文明新实践，形成全域全程、常态长效、高标高质的
文明城市建设格局。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培育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拓展文明实践、推进全域
文明城市建设。统筹推进文明细胞创建培育。擦亮“浙江
有礼·瓯越先行”市域文明实践品牌。深入实施文明乡风
建设工程。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讲好精神文明建设温州故事。推动形成协作共
建工作格局。

在陕西渭南的大街小巷、乡村田野，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用爱与奉献勾勒出城市的精神文明轮廓。他们是渭南市
文化艺术中心“在艺起”文化志愿服务队，多年如一日，穿
梭在各个角落，为“三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
童）人群送去温暖，为城市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用实
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汇聚爱心力量，搭建温暖桥梁

“以前村里很少有这样热闹的演出，‘在艺起’文化志
愿服务队来了之后，不仅有精彩的戏曲，还有志愿者教我
们唱，现在村里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了！”临渭区蔺店镇李
十三村村民杨占喜难掩兴奋地说。每一次送戏下乡，都是
一次文化与情感的交融，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看着台上精
彩的表演，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渭南市文化艺术中心主任田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三留守’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
日益凸显。2016 年，我们组建了‘艺路同行 微光如
炬’——‘在艺起’文化志愿服务队，就是希望为这些群体
撑起一片精神的天空，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从最初
的十几个人到如今线上线下超一千五百人的庞大队伍，从
寥寥几场活动到累计开展1200余场次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服务总时长累计达3.5万小时，这背后是无数爱心人士
的默默付出与坚守。服务队通过细分组建“文艺志愿队”等
40余个职能团队，如同精密的齿轮，协同运转，将文化服
务精准地输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深耕文化惠民，绽放文明之花

在临渭区桥南镇留守儿童服务中心，孩子们一看到“在
艺起”的文化志愿者就欢呼雀跃地围了上去。“哥哥姐姐们每
周都来，教我们好多有趣的东西，我现在可喜欢剪纸啦！”留
守儿童小明（化名）开心地展示着自己的作品。“在艺起”文化
志愿服务队与临渭区曙光特殊教育学校、临渭区桥南镇留守
儿童服务中心联合共建的“花儿朵朵美育分校”，志愿者们用
耐心和爱心为孩子们打开艺术的大门。美育志愿者负责人苗
诗雨感慨地说：“看到孩子们从最初的羞涩内向变得自信开
朗，我们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化作了他们成长的养分。”

除了关爱留守儿童，服务队也没有忘记留守老人和妇
女。他们走进10多家敬老院，为老人们带来多样的文化服
务，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幸福转变；组织近千名志愿
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乡村直通车 文化赶大集”文化惠
民演出，把精彩的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真正打通文
化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持续发展壮大，传承文明薪火

在“在艺起”文化志愿服务队中，有一位特殊的成员
——年过70岁的杨存平。退休后的他本可以安享晚年，却
选择加入服务队，活跃在戏曲下乡的舞台上。“我热爱戏
曲，也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更多人。在这里，我找到了志同
道合的朋友，更找到了人生的新价值。”杨存平的话语质朴
而坚定。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不同的行
业、不同的年龄段，但都怀揣着一颗炽热的爱心，为了同一
个目标走到一起。

为了让文化志愿服务更规范、更持久，渭南市文化艺
术中心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制度。田建介绍说：“我们构建了
清晰高效的组织架构，从志愿者的招募培训到服务保障，
再到监督激励，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我们积极引导‘三
留守’人群参与志愿服务，让他们从被动接受帮助转变为
主动传递爱心，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在渭南，“在艺起”文化志愿服务队就像一面飘扬的旗
帜，引领着更多人投身精神文明建设。他们用一个个温暖
的行动，诠释着奉献的价值；用一次次真诚的付出，传递着
文明的力量。这些微光汇聚在一起，照亮了城市的每一个
角落，成为渭南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月 27 日，四川省华蓥市红
岩小学的学生利用大课间练习交
通警察手势信号广播体操（简称

“交通手势操”），迎接第 30 个“全
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图为活
动现场。 邱海鹰陈敏摄

辽宁本溪市
深入开展城市清洁行动

本报讯（许蔚冰）日前，一场城市清洁行动在辽宁省本溪市
如火如荼展开，街头巷尾涌动起蓬勃生机。这场由市文明办统筹
组织的活动，让158支志愿服务队近万名志愿者与126家各级文
明单位、102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共同奏响了城市焕
新的乐章。

清洁行动中的解放路主干道上，铁铲和柏油路面碰撞出清
脆的声响，身着工装的环卫工人们将积尘拢作小山，又俯身用铁
钳探入绿化带缝隙，夹起藏匿的烟蒂纸屑；转过街角，一队志愿
者正架起长梯，对居民楼外墙上顽固的“牛皮癣”发起攻势，喷壶
里的除胶剂在广告贴纸上洇开淡蓝色水痕，铁铲刮擦的声响里，
斑驳墙砖一点点展露原本底色；在溪湖区，道路养护车喷洒的水
雾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公交站亭的不锈钢座椅也被擦拭得锃
亮如镜，倒映出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

这场深入城市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交通场站、公园广场等
生产生活场所开展的集中清洁活动，最终在暮色中汇集成一组
数字：7000余袋垃圾被清理，1.7万余处小广告被去除；1500个
卫生死角焕然一新。

当街灯次第亮起，本溪市清洁行动拭去了城市的尘埃。本溪
市将继续大力改善城乡公共环境，与市民共赴一场洁净美丽的
春日之约。

浙江温州市文明办主任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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