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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建“川渝文明・大安同行”

志愿服务队；开展文艺院团互访演

出、“景区惠民游”活动；成立“成渝

之心·理享心声”宣讲联盟

● 创新“无讼示范区”机制，在

每个乡镇设立法官工作室；组建“川

渝名医志愿服务队”开展义诊活动

● 成立柠檬产业联盟，频繁开

展“柠闯世界”故事会和技术交流；

共建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粮药

合作示范园区，成立川渝黑山羊产

业技术联盟

关注 2025年7月3日 星期四 编辑 严崛 版式 龚华林 校对 李红

当石刻遇见柠檬 川渝文明的双向奔赴
——资阳市安岳县持续深化川中渝西文明实践带建设工作

◎ 卢春丽

“移”出新风尚“易”起好丰景
——河南省濮阳市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综述

◎ 李红铎王国胜王德勇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
文明实践大篷车
“开”进百姓心窝

本报讯（苏燃）舞台上，马头琴悠扬婉转，

舞裙旋转生风，歌声缓缓流淌，赢得群众热烈

掌声；舞台旁，各单位工作人员化身“文明使

者”，耐心解读政策、传播新风，将惠民服务送

到群众身边……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乌

兰牧骑公益惠民演出与元宝山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大篷车同频联动，为群众带来一场文艺与

文明交融的视听盛宴。

元宝山区以创新为笔，将小货车打造成流

动的文明阵地。无须华丽舞台，无需复杂布景，

大篷车所到之处，便是理论宣讲的课堂、文化

展演的舞台，表演者用乡音传递政策温度，以

歌舞唤醒文化共鸣，让新思想、新风尚在基层

落地生根。今年以来，大篷车已开进6个乡镇

街道，成为群众家门口的“文明加油站”。

大篷车不仅是文艺的舞台，更是服务的窗

口，元宝山区通过整合教育、卫健、司法、就业、

工会等多个部门的力量，精心打造一系列便民

利民惠民服务项目。移风易俗宣传册传递文明

新风，医护人员为老人进行健康检查，司法工

作者现场提供法律咨询，美发志愿者为群众义

务理发……每一项服务都贴近群众生活，深受

群众欢迎。

从乌兰牧骑的精彩演出到大篷车的移动

服务，元宝山区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

链接整合多方资源，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

盖”向“有效浸润”升级。

四川宜宾市翠屏区
23个优秀文明实践项目

同台竞技

本报讯（游天木 郑杰）6月24日，“文明翠

屏 实践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

翠屏区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火热

开赛。23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以多元形式展

现文明实践成果。

比赛现场，各项目团队通过多媒体展示、

情景演绎等方式，生动呈现了学习实践党的科

学理论、宣传宣讲政策法规、培育践行主流价

值等五大类文明实践工作成效。来自文明实践

站、文明单位及社会组织团队，用“理论宣讲+

文艺表演”“志愿服务+民生服务”等创新形

式，展示如何让“文明之花”在基层落地生根。

其中，宜宾光明天使志愿服务队带来的光明天

使——视障群体社会赋能行动文明实践项目，

以情景剧形式再现志愿服务中的感人故事，赢

得现场阵阵掌声。

据了解，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孵化

训练营历经一年时间，新孵化文明实践项目

236个，经初赛角逐，此次共有23个项目进入

今天的决赛，涵盖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助

学支教、科学普及、法律服务、卫生环保、扶弱

济困等多个领域，在本次比赛中优胜的项目将

获得孵化支持，持续深化“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实践目标。

巴山蜀水同源，川渝文明共脉。2024年，

一份《“巴蜀同脉 文明同行”川渝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方案》的印发，为川渝毗邻地区勾画

出文明实践新图景。在川中渝西这条实践带

上，资阳市安岳县挺立前沿，与重庆大足、潼南

及四川遂宁挽起臂膀，将“文化串门、服务上

门、环境变美”的生动实践，写进千家万户的生

活里。

文化串门 串起川渝一家亲

安岳与大足，这对石刻艺术的“孪生兄

弟”，如今在文明实践的舞台上互动愈发频繁。

两地整合8支志愿服务大队、N支特色队伍，组

建“川渝文明・大安同行”志愿服务队。队伍成

员不仅互相取经，还录制了“好风传家”共享课

程，内容涵盖家教、礼仪、心理，让服务更贴心、

更专业。遂宁市联合潼南区，积极主动作为，推

出“郊游潼南 养心遂宁”区域文旅品牌，变“单

打独斗”为“合力攻坚”，提升区域旅游吸引力。

文化共享的深度远超于此，安岳敞开革命

烈士陵园、柠檬产业基地的大门，大足则慷慨

分享石刻文化研究成果和非遗传承人资源。石

雕、竹编、蜀绣、剪纸、川菜等非遗项目，文艺院

团互访演出、“景区惠民游”活动让两地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5月，一场“行走的

非遗课堂”主题研学活动在安岳举行，资阳潼

南两地学子齐聚，安岳乐至街小学的孩子们展

示了自编的曲剧《师生缘》和曲剧广播体操，潼

南学子则生龙活虎地表演了《潼狮迎春》，非遗

魅力在互动中绽放。

不仅如此，两地联合创作的纪录片《镌刻

千年的巴蜀印记》《我们的故事》还被国家图书

馆永久珍藏，一首《双城石缘》，唱出了两地百

姓的心声。

理论宣讲也打破了地域界限，“成渝之心·

理享心声”宣讲联盟应运而生，10支跨域宣讲

团深入毗邻乡镇，用乡音土语宣讲政策，在院

坝里盖碗茶旁解开乡亲们心头的“渴”与“惑”。

安岳的红色党史故事，通过沉浸式党课《弘扬

老区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在大足基层引发强

烈情感共鸣。4月8日，“好人微服务”巡讲在安

岳开讲，重庆好人、大足石刻专家邓启兵讲述

石刻艺术瑰宝，“四川好人”、安岳讲解员周春

解析石刻文脉，共话文化自信。

服务上门 多方联动破民忧

在安岳与大足毗邻的10个乡镇，一项创

新机制落地生根，那就是“无讼示范区”。两地

法官联手，在每个乡镇设立法官工作室，“5+

5”结对共建模式让司法服务跨省无碍。46起

跨域纠纷通过联合调解、巡回审理高效化解，

“川渝法治坝坝宴”将法治文化送到田间地头，

案件数量下降。深植于石刻中的“慈善孝义廉”

精神，融入“无讼”文化，引导乡亲们心平气和、

睦邻友善。

民生难题的解决同样不分彼此，“川渝名医

志愿服务队”集结两地优质医疗资源，15场义诊

惠及5000余人；志愿者携手守护共同的绿水青

山，在“共护楠木林”行动中，500亩林区被细致

巡查，清理2吨垃圾，及时制止3起非法砍伐。

4月9日，资阳、潼南、大足三地宣传部联

合在潼南、大足成功举办了“家风润万家”活

动，通过宣讲、调研和座谈，让优良家风在川渝

毗邻地区广泛传扬。

环境变美 产业赋能日子更甜

文明实践为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柠檬这

个金色纽带将安岳、大足、潼南紧紧相连。三地

成立柠檬产业联盟，“柠闯世界”故事会和技术

交流频繁开展，一条条“柠檬采摘+乡村旅游”

线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柠里互助”乡村旅游

节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为农户增收3000

余万元。产业协同也火花四溅，大足的五金智

慧与安岳的柠檬需求碰撞，研发的“柠檬专用

采摘工具”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安岳柠

檬”品牌价值跃升至200亿元，一颗小果子真

正成为富民大产业。

农旅文旅的融合画卷在川渝交界处徐徐铺

展，依托“资大文旅融合示范区”，茗山寺乡村石

窟文化公园启动建设，安岳石窟与大足石刻携

手开发文创，让千年艺术走入寻常生活。宝森柠

檬、十里荷棠、四季果乡等农旅融合项目遍地开

花，落地的方特、龙水湖度假区等重大项目更添

动能。随着“成渝中线高铁文旅体验游”即将到

来，两地整合柠檬采摘、石刻探秘、温泉度假等

精品文旅，年游客量将突破百万大关。

农业协作的根基愈发坚实。大足安岳携手

共建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粮药合作示范

园区，招商引资55.7亿元，多个千万级仓储加

工项目落地；4.57万亩稻渔、稻药基地生机勃

勃，袁隆平团队“耐盐碱水稻”在安岳试种成

功，亩产达600公斤；川渝黑山羊产业技术联

盟的成立，打造出南方黑山羊供种高地和加工

基地，年出栏50万只，产值超10亿元。产业兴

了，家园也更美了——成渝中线高铁、内大高

速、资铜高速建设加速推进，“快行慢游”的交

通网让川渝毗邻地区真正融为一体。

从文化根脉的相融共生，到民生关切的同

频共振，再到产业发展的携手并进，安岳以“桥

头堡”之姿，在川中渝西文明实践带上踏出了

清晰的足印。一条打破行政区划、充满温度与

活力的文明纽带已然成形。这纽带，连起的是

巴山蜀水的千年情缘，激活的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澎湃动能，更映照着两地百姓越来越

亮堂的好日子——文明如水，浸润无声，终将

绘就川渝大地上最动人的新时代画卷。

6 月 29 日，四川省南充市嘉陵

区民政局联合嘉陵区婚姻登记中

心在火花街道黄莲湾社区开展“简

婚不减爱”文明婚俗倡导活动，为

社区居民发放文明宣传单，并围绕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节俭养德”

等内容进行面对面讲解，引导居民

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图为社工化身

“文明宣传员”在展板前向居民讲

解文明婚俗。 唐明平任雯摄

简婚不减爱
幸福万年长

近年来，河南省濮阳市将移风易俗作为推

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和乡村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抓手，聚焦高额彩礼、大操大办、薄

养厚葬等顽疾，靶向发力，系统施治，以文明新

风滋养乡村振兴沃土。

深耕实践沃土 构筑文明高地

阵地资源“活”起来。依托全国闻名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清丰单拐，精心打

造了“红色文化主题”文明实践带。把纪念

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镇村（社

区）里的党群服务中心、文化站、便民服务

站串联起来。

活动内容“火”起来。通过“文艺+”，宣讲

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实招、抵制高额彩礼

的新风。理论宣讲、农技课堂、体育赛事、红色

电影……两万多场活动，服务群众超过60万

人次！深化“资源共享、活动共联”，学雷锋月、

“三下乡”、传统节日里，开展贴心服务上千场，

场场送到群众家门口。

群众需求“融”进来。全市2468支志愿服

务队，15万志愿者，依托“新时代乡风文明微

讲堂”平台，把文明实践活动直接办到百姓的

院坝前、心窝里。一批响当当的“濮阳牌”志愿

服务品牌立起来了。

巧用积分杠杆 激活善治动能

制度创新“干”起来。构建“社区（村）‘两

委’干部带头、网格员参与、群众监督”的运作

模式，以户为单位建立“积分制”管理台账，制

定积分实施细则，重点围绕社区（村居）建设、

环境整治、文明新风细化45条标准，建立户级

管理台账，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全民参与

的积分管理组织体系。

阳光故事“讲”起来。综合运用“线上+线

下”宣传策略，不定期开展积分分享活动，邀请

参与积分管理的居民分享积分心得、讲述积分

小故事，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将积分制工作与

基层治理的重点任务有机结合，引导群众积极

参与到政策宣讲、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

解等志愿服务活动中。

积分杠杆“撬”起来。安排专人负责居民的积

分申报、登记和发放等事项，积分管理情况实行

一月一审核，一季度一公示，确保了群众的知情

权和参与权。居民利用积分兑换日常用品，通过

激励引导，激发群众参与移风易俗的内生动力。

靶向破立并举 破除陈规陋习

婚俗新风“拂”面来。针对高额彩礼、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等加重群众负担的“顽疾”，濮

阳打出“组合拳”：“制度+自治”双管齐下，斩

断恶性循环链。要求各村严格执行婚丧事报

备制度，明确时间、地点、人数、规模（天数、桌

数、宰牲数）及彩礼金额等关键信息。发动群

众监督，落实举报有奖，村村张贴举报码。强

化常态监管，各县（区）文明办、民政局组建片

区督导组，不定期明察暗访。同时，盘活闲置

资源，将村委会场地变为村民集中操办红白

事的“共享大厅”，切实减轻群众人力、物力、

财力负担。

殡葬文明“立”起来。各县（区）成立专项治

理专班，紧盯重点场所和人群，目标清晰推进。

宣传先行，“线上”+“线下”齐发力，全方位普

及文明殡葬、绿色祭祀政策。举办“移风易俗宣

传月”集中活动。宣传员以脍炙人口的顺口溜，

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引导群众。组织赋能，健全

红白理事会章程，强化其宣传、监督、引导职

能。监管加强，规范服务价格，严管非法土葬、

乱埋乱葬、违规建墓，倡导节俭文明治丧。

党员先锋“率”起来。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和婚丧筹备“关键节点”，严格落实“两

报告一承诺”制度，督促其自觉抵制超标宴席和

人情攀比，为群众立好标杆。选树身边榜样，开

展“文明村户”“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表彰，嘉

奖传承好家风、促进和谐的先进典型，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实现“表彰一个、带动一片”的示范

效应，引导群众自觉移风易俗、文明办事。

厚植文明根基 激发内生动力

村规民约“硬”起来。指导各县区将抵制高

额彩礼、反对铺张浪费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

特别融入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各村

（居）通过民主协商，明确彩礼上限、随礼标准、

宴席规模等具体细则，让移风易俗有章可循。

宣传新风“润”起来。在市级媒体开设专题

专栏，推出《移风易俗快板》《婚事新办倡议》等

系列短视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新理

念。市豫剧团精心创排《零彩礼》《别把婚姻当

买卖》等文艺节目，通过快板、广场舞等形式巡

回展演，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各村（居）

利用大喇叭、宣传栏、文艺汇演等载体，让移风

易俗政策入脑入心。

长效治理“稳”起来。出台《濮阳市移风易

俗领域问题排查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建立“即

时提醒、周报告、月总结”工作机制，确保问题

及时发现、快速整改。创新开展“每月一主题”

活动，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方式推广先

进经验。南乐县“老人集体庆生”、范县“文明积

分兑换”等特色做法获评省级优秀案例，为全

市移风易俗工作树立标杆。

青海玛沁县
讲好“玛沁故事”书写文明华章

◎ 樊永涛

傍晚，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当

洛乡草原上，60岁的南拉才让正在调试数字

放映机，幕布前已坐满牧民。这位全国道德模

范全年要保证每个村月月有电影可看，平均每

年放映470余场，行程超过4万公里，虽气候

恶劣、高寒缺氧，但他始终坚守岗位。

近年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以

文化为纽带，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2024

年通过22期《风采玛沁》人物专访，充分彰显了

新时代玛沁各族干部群众奋发有为的时代风

貌，34期《遇见玛沁》向外界有力展示了玛沁自

然风光、人文地理、民俗文化和市井生活等，社

会反响强烈。微电影《57公里》将上世纪70年

代抗美援朝老兵陶振华带领群众手凿公路的壮

举搬上银幕，这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作品不仅

斩获青海省微电影展优秀奖，更通过无障碍版

本让视障人士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影片中，藏

族青年干部尕玛与现代工程师重走57公里公

路的镜头，串联起两代人的奋斗记忆。

在玛沁，平凡人的善举同样闪耀。“五星级

文明户”泽郎木滚虽然残疾，却积极参加社区

活动，用清澈嗓音播撒希望；上海援青干部、玛

沁县人民医院院长朱鑫璞，带领团队开展“组

团式”医疗帮扶，培养本土医疗人才，被当地群

众称为“上海好曼巴”（藏语“上海好医生”）；玛

沁县人民法院法官索南措，扎根基层28年，成

立巡回法庭，深入偏远牧区提供法律服务和普

法宣传……

“玛沁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因无数

普通人的坚守与善意而直抵人心。在这片离天空

最近的土地上，玛沁人用最朴实的行动证明：真

正的文明，从来都是细水长流的温暖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