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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市，一座英雄的城市。
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革命精神在这里生

生不息，见义勇为善举在这里不断涌现。
2024年，南昌市把牢见义勇为工作正确

的政治方向，扎实推进见义勇为融入社会治
理、服务平安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见义勇为
工作新局面。

在南昌市委政法委的指导下，南昌市英雄
基金会成立并开展具体工作，助推公益事业高
质量发展，推动见义勇为工作做深做实。

一年来，全市共认定见义勇为人员40名，
占南昌市历史总表彰人数的12%；其中，9位
入选“南昌好人”，6位入选“江西好人”，更有2
名见义勇为市民荣登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
好人榜”和中央政法委发布的2024年第三季
度见义勇为勇士榜；1名见义勇为牺牲的同志
被评为烈士。

典范辈出
凡人英雄熠熠生辉

2024年 4月13日，接近午夜12时。在南
昌市西湖区桃花南路上，一车辆发生了爆燃，
大火瞬间吞没了整个车身。

不远处，邹小炎和王顺两人看着火光心有
余悸，身旁躺着刚被救出还处于昏迷中的司机。

此前，两人路过，发现一车辆失控撞上标
志杆后起火，车辆已经变形，司机昏迷在驾驶
位。火光之中，身为医生的邹小炎和退伍军人
王顺，两人合力冒着危险，运用救援知识，赶在
车辆爆燃前救出被困司机。

今年1月15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发布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榜单，
邹小炎、王顺入选“见义勇为”好人。

像这样的见义勇为典型和事迹在英雄城
不胜枚举——

偶遇掉落井盖下的老人，拨打求救电话，
帮助老人脱困的14岁姑娘吴霞；在采集室一
躺就是数小时，为病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颜花
得、万俊、魏艺帆、吴艺江等人；接住高空跌落
的孩子，导致肌肉拉伤的维修工人许厚光；勇
敢跃入水中，救下群众的李紫红、秦广琪、刘明
波等人……

“我们大力开展见义勇为评选表彰工作，
不断加强和改进见义勇为评选表彰工作，持续
加大表彰奖励力度，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见
义勇为热情。”南昌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市积极挖掘英雄、表彰英雄，让向上向善
成为“英雄城”明亮底色。

为更好地推动见义勇为工作高质量发展，
南昌市英雄基金会行动起来，先后入驻多家民
政部指定平台，发挥互联网平台面向群众的独
特优势，发布公益项目，呼吁网民为公益事业
进行捐赠，并与省内外多家社会组织开展合
作，为其在募资工作中提供支持。

温情关怀
保障机制筑牢后盾

“这次体检很全面，体现了对见义勇为英
雄的关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曾救回溺
水者的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樊红敏说。

2024年底，江西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南昌
市英雄基金会、南昌市文明办联合体检中心开
展“关爱英雄·洪城在行动”康体行动，为140
余名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南昌市道德模范、“南
昌好人”提供免费体检。

“‘关爱英雄·洪城在行动’康体行动已连续
开展4年，组织了近700人次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南昌市道德模范及‘南昌好人’免费参与体
检。”南昌市英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像这
样的活动我们定期召开，2024年，我们在以前
的基础上，还着重关心关注见义勇为人员的生
活情况，针对性地提供暖心帮助。”

南昌市建立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困难情况问
题清单，在走访中记录见义勇为人员生活困难
情况，由南昌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全程跟进督促
解决，今年共收集并解决困难问题9件。如为见
义勇为牺牲的李峰武之女协调免去学费，为其
儿子协调解决就业；为见义勇为牺牲的郭力振
（河北人）父母及弟弟安排到昌祭扫；为见义勇为
受伤瘫痪近20年的刘昌解决就医问题……个性
化的关爱形式，让见义勇为人员多维度感受到
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关心，让关爱帮扶更加“有
血有肉”。2024年，南昌市英雄基金会共发放慰
问品、慰问金总价值近100万元。

除服务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外，南昌市英雄
基金会还不断延伸公益触角，开展“利剑护蕾”
关爱困境女童项目7期，发放关爱礼包562个；
开展“关爱江西困境儿童”项目5期，向367名
生活较为困难的困境儿童提供助学金和助学物
资；为困境老人、残障人士等开展关爱活动29
次，受助群体人数约5000人；开展“照亮回家

路”公益项目，为南昌市部分偏远的乡镇安装路
灯176盏，张贴反光贴5万多张……

薪火相传
根植英雄文化沃土

“你们送医很及时，不然后果难以预料。”
接诊医生说。2024年4月8日，南昌市公安局
红谷滩分局生米派出所社区民警携“洪城义
警”队员发现一名在家昏迷、失去意识的女子，
并第一时间将其送往医院。

“我们积极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群众团
体纽带作用、社会组织协同作用，让见义勇为事
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南昌市委政法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此，该市根植于英雄文化沃
土，推出“洪城义警”群防群治品牌，并将基金会
作为资金筹措平台嵌入，设立“洪城义警”专项资
金，全部用于对参与群防群治活动群众的奖励
保障，有效解决了群防群治组织激励水平低、政
府保障难、群众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校园门口，总能看到‘洪城义警’的身影。
作为家长，真的安心很多。”一名学生家长说。
据了解，南昌市“洪城义警”护学岗已达到全覆
盖。目前，全市“洪城义警”注册登记人数为11
万余人。他们活跃在英雄城大街小巷，行凡人
善举，聚爱心暖流，月均开展任务8106个，月
均参加各类任务1.6万人次。

一名名道德模范脱颖而出，一个个身边好
人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南昌人加入志愿服务
队伍，怀善心、行善举、做善事，以善行义举涵
养新风正气，共同擦亮“英雄城”招牌。

根植英雄文化沃土 见义勇为薪火相传
——江西南昌市见义勇为工作稳步推进

◎ 万雨星徐天琼

本报讯（官国平雷慧）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让清明更“清明”，连日来，四川省峨
眉山市胜利街道组织各社区开展“菊花换纸
钱”“祭祀挂联”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共倡
绿色祭祀，让思念既有温度，更显文明。

东胜社区、干河村联合开展了“以文明‘交
换’陋习，用手工‘代替’思念”清明节系列宣传
活动。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志愿者们利
用扭扭棒、热熔胶等制作菊花。从分拣材料到
粘贴制作，参与者协作完成了一朵朵象征怀念

的菊花，既锻炼动手能力，又传递哀思之情。同
时，社区工作人员设置“文明祭祀宣传点”，向
居民宣传文明过节、绿色祭祀，用手工制作的
菊花交换居民手中的“纸钱”，倡导以鲜花祭
祀、网络追思替代传统焚纸。

城东社区、白龙社区开展“共倡绿色祭
祀”清明节主题活动。由社区工作人员、志愿
者组成的绿色祭祀宣传队伍向来往居民宣传
文明、绿色祭祀，倡导大家用网络祭祀等低
碳、环保的方式缅怀故人，杜绝烧纸等传统陋

习。同时，宣传队伍还邀请居民在祈福帖上写
下对故人的思念，并将其挂在思念寄语墙上。
微风拂过，一张张祈福帖轻轻摇晃，仿佛承载
着无尽思念飘向远方。

此外，胜利街道还联合峨眉山市消防救
援大队，结合清明节、森林草原防灭火警示教
育宣传日，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通过发放宣
传手册、安全劝导的方式，引导居民自觉当好
火源管理责任人、文明祭祀执行者、护林防火
宣传员。

文明观赛
小举动藏着大文明

◎ 孙婷

近日，中国乒协发布了文明观赛倡议，倡议
中提出的“尊重他人”“保持安静”“自觉抵制网络
暴力”等行为规范，旨在进一步抵制乒乓球赛场
出现的“饭圈”乱象，引导广大观众在享受体育赛
事的同时，树立文明观赛意识。

近年来，从“高铁霸座”到“景区刻字”，公共
场所的不文明现象屡成舆论焦点。而文明观赛倡
议，正是从体育场景切入，为破解这类顽疾提供
了新思路。它用“禁止向场内投掷物品”“禁止辱
骂”等具体行为规范，将抽象的文明准则转化为
可操作的行为指南，以“主动劝阻身边不文明行
为”的责任共担机制，推动观众从“他律”走向“自
律”，既划定行为红线遏制野蛮生长，又以规则引
导培育文明自觉。

从球场到社区，从观赛礼仪到公共生活，文
明的进阶往往始于具体场景的行为改变。当越来
越多人学会在合适的时间鼓掌、用恰当的方式表
达，这种素养终将溢出赛场，滋养更为广阔的空
间，这才是文明观赛倡议更深层的意义。

山东青岛交警开展“亮屏”行动
让文明礼让随处可见

本报讯（梁超）为深入开展“礼让斑马线 文明
你我他”主题活动，大力倡导遵章守法、文明礼让、
安全出行，连日来，山东省青岛市公安交警部门利
用城市广场、景区景点、商业街区、酒店商超大屏、
楼宇电视、城市主干道电子显示屏和交通诱导屏，
投放主题鲜明的“礼让斑马线”短视频，张贴宣传
海报和标语口号，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感人的情节，
引起市民的情感共鸣，传递文明出行的理念。

活动期间，全市各级交警部门主动对接商超
写字楼、客运场站、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开展文明
交通“亮屏行动”。在商圈大型户外显示屏循环播
放文明交通宣传视频，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在客运场站电子屏展示“礼让斑马线”宣传
标语，来自各地的旅客在抵达青岛的第一时间，
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对文明交通的重视。在街道
社区显示屏上的文明礼让温馨提示语，时刻提醒
着居民文明出行。在学校幼儿园，交警将“亮屏”
与交通安全知识讲座、主题班会等活动相结合，
引导学生们从小树立文明交通意识，牢记礼让规
则，并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动家长在日
常生活中践行文明交通。

机关单位和企业也积极响应“亮屏行动”，内
部电子屏滚动播放文明交通宣传信息，提醒广大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自觉遵守交规，文明参与交
通。交警部门还联合公交集团打造“礼让斑马线
文明你我他”主题车厢，当一辆辆公交车穿梭在
岛城的大街小巷，这些流动的宣传窗口将文明交
通的理念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为充分利用公共空间，扩大宣传覆盖面，公安
交警部门汇总整理文明礼让提示语120余条，精心
挑选“礼让斑马线 守护生命线”“红绿灯下守秩序
斑马线上讲文明”“一分礼让 十分平安”“文明礼让
畅安青岛”等20余条文明标语，在全市主干道的交
通诱导屏和电子屏循环播放，让市民抬头就能看到。

清明时节，汉江两岸春意盎然。随着文明
祭祀理念深入人心，一场从“烟火缭绕”到“花
香满径”的实践活动在湖北襄阳城乡蓬勃开
展。襄阳市以政策引领、科技赋能、文化浸润为
抓手，推动传统祭祀向绿色追思转型，让清明
更显“气清景明”。

宣传全域覆盖 文明扎根基层

3月 19日，在襄城区庞公街道苏家园社
区，一场“平安清明”宣传活动引发居民热议。
该社区通过“线下入户+线上推送”方式，组织
志愿者发放倡议书2000余份，各网格群转发
文明祭祀倡议，居民参与率超90%。

襄城区唐家巷社区打出“民兵+志愿者”
组合拳，20名民兵组成巡逻队，在重点区域劝
阻焚烧行为，同步推广家庭追思会、社区公祭
等新风尚。

在樊城区定中桥社区举办的“清明植树祭

先人”活动中，党员曹师傅边培土边说：“种棵
树代替烧纸，既绿化环境又寄托哀思，咱们社
区年年都要办。”

3月25日，襄州区妇联发动“最美家庭”成
员走村入户，开展文明祭祀宣传。在程河镇乔
庄村，村民王玉荣接过鲜花后说道：“鲜花祭
祖，既干净又安心，在外打工的儿女还能通过
家庭微信群‘云祭扫’，亲情不减分毫。”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

“我志愿继承先烈遗志，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3月25日，高新区第二小学300名师生
在襄阳烈士陵园庄严宣誓。

连日来，全市多所中小学将清明祭扫与思
政教育深度融合，通过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纪念
馆、诵读英烈家书、重温入团誓词等活动，让红
色基因浸润青少年心田。

襄阳市烈士陵园采取“云端+实地”双线

祭扫模式，推出代献鲜花等服务，同时面向全
市发布倡议书，呼吁市民登录中华英烈网祭奠
革命英烈。

3月28日，襄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老
兵宣讲团走进襄阳革命烈士纪念馆，宣讲员梁
发双讲述襄樊战役烽火岁月，少先队员们说：“先
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要用行动守护。”

智慧服务暖心 效能持续提升

“扫墓专线真方便，即便遇上堵车，下来走
两步也就到了。”3月29日，市民李女士乘坐免
费专线来到归山陵公墓祭扫。

据悉，襄阳市殡仪馆定制了三条扫墓专
线，覆盖市区主要通勤路线，3月29日至4月6
日每天滚动发班，让市民祭扫无忧。

市公交集团通过数据客流分析、智能调度
系统客流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密切关注客流动
向，按照“全车上线、全员上岗”的运力保障原

则，清明假期（4月 4日至 6日）计划日发班
1271班次、加班119班次，最大限度满足市民
的出行需要。

3月29日，在岘山文化广场，市民政局举
办的“树文明新风，护美好家园”清明主题宣传
活动吸引千人参与。电子香烛、虚拟祭台等科
技产品引发围观，62岁的陈阿姨现场体验“襄
阳白事通”微信小程序后赞叹道：“点几下手机
就能献花留言，还能学习惠民殡葬政策，这才
是新时代的祭祀方式。”

笔者走访市区各大公墓发现，鲜花祭祀已
成为主流，各网络祭扫平台流量不断攀升。随
着绿色殡葬理念的入脑入心，选择生态葬的市
民日益增多。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烟火味”到“文化
味”，从“旧习俗”到“新风尚”，襄阳正以文明祭
祀“小切口”做好基层治理“大文章”。这场静水
深流的变革，不仅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传统
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安徽怀宁县腊树镇
“好人文化”由“风景”变成“风尚”

◎ 檀志扬邹佳庆

近年来，安徽省怀宁县腊树镇以“好人文
化”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处处可感，“崇德向善、争做好人”成为全镇干
部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

“在腊树镇，做好人好事成为一种风尚。”荣
登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的安山村村民
胡雪花，以善良、坚韧和执着，悉心照顾卧床的姑
妹和患病的婆婆长达20年。多年来，无论日子再
难，胡雪花都乐观积极，用爱心、孝心、责任心筑
起了一个温馨之家。像这样的好人还有很多。中
国好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安徽好人、安庆
好人、怀宁好人……一张张好人名片的背后，是
一张张朴实的面孔，一个个感人故事，谱写了一
曲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之歌。

安山村村民郝转平常年在江苏务工，2019年
5月14日晚11时，公司员工赵某因琐事与同事罗
某发生争执，赵某突然拿起工作使用的刀对罗某
猛砍。同在车间上夜班的郝转平见状，毫不犹豫
上前拦阻，从身后紧紧抱住赵某，竭尽全力阻止
其继续伤人。这件事被十里八乡传为佳话，她也先
后获评江苏省好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等。

龙山村村民韩满荣30多年来用瘦弱的身
躯为家人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用自己的青春
和勤劳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先后被
评为怀宁好人、安庆好人、“怀宁县最美婆婆”。

在好人群体的带领下，腊树镇涌现了一批
自觉践行无私奉献社会价值观的公益志愿者，
助学、助困、助残、敬老、环保、抗洪……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奔忙的“红马甲”。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我们将持续发
挥好人带动作用，通过好人身上的真、善、美去
感召更多人，引领社会正能量。好人更成为人
们见贤思齐的榜样、追随学习的范例，怀善心、
行好事也应成为群众的行动自觉。”腊树镇党
委书记董东应说。

四川绵阳市游仙区
创新模式激活红色基因库

本报讯（潘柏宇）清明时节的四川省绵阳市
游仙区，漫山新绿中翻涌着赓续不绝的红色热
流。这片浸润着英烈热血的土地正以创新模式激
活红色基因库，将红色遗址转化为沉浸式思政课
堂，让传统清明祭扫升华为跨越时空的精神
对话。

游仙区依托红军战壕遗迹等，推出“红心向
党·薪火相传”VR实景体验活动，运用虚拟现实技
术还原“夜袭玉河场”等历史场景，通过角色扮演、
任务闯关等形式，让青少年沉浸式体验红军战斗。
同步开设“红色剧本杀”研学课程，以杨永蛟烈士
事迹为蓝本，设计“游击密令”“信仰抉择”等互动
环节，引导青少年在解谜推理中感悟革命精神。

与此同时，游仙区还开展“春耕励志·清明追
思”主题实践活动，组织青少年在飞龙山“清风
林”种植“初心树”，同步参与“文风柚”果园蔬果、
羊肚菌采摘等农事劳动，在劳作中体悟“幸福生
活源于奋斗”的真谛。打造“红星小当家”实践营，
设置“战地炊事班”“支前运输队”等模拟岗位，通
过挑粮上山、制作东乡饼子等任务，让青少年在
身体力行中传承艰苦奋斗的作风。

此外，游仙区探索打造智慧祭扫平台，运用
三维建模技术还原飞龙山红军长征主题数字纪
念馆，构建“时空信箱”“英烈手迹临摹”等交互功
能，青少年通过VR设备向英烈献电子花篮、发
送语音致敬卡。联合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推出

“全息投影红色故事会”，以动态影像再现红军在
飞龙山筹粮扩红、救治伤员等历史场景，配套开
发“红领巾语音导览员”培育计划，组织青少年录
制“我眼中的飞龙山战役”音频故事100余条。

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志愿者向群众宣传文明祭祀并赠送手工制作的菊花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志愿者向群众宣传文明祭祀并赠送手工制作的菊花。。张辉张辉摄摄

让清明更显“气清景明”
——湖北襄阳市多举措推动传统祭祀向绿色追思转型

◎ 徐勇

四川峨眉山市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节系列宣传活动
以文明“交换”陋习 用手工“代替”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