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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五德”导向打造乡风文明“翠屏模式”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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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不打烊

重庆市南岸区首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投用

J I N G S H E N W E N M I N G B A O

本报讯（张免 陈涛玲）无论白天还是深夜，只需

一张身份证，就能畅游书海……近日，重庆市南岸区

首个 24小时自助图书馆正式亮相，市民可在全天任

一时间前往图书馆免费阅读和自助办理图书借阅。

约50平方米的自助图书馆位于长嘉汇购物公园，

馆内藏书 2000 余册，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

艺术、儿童文学等领域，并设有约 20个阅览座位，可

供市民在此享受阅读时光。除24小时不打烊外，该图

书馆还依托一系列智能设备实现了“无人值守”，市民

只需刷身份证即可入馆。馆内还设有一站式办卡服务

器和自助借还机，几分钟便可完成办卡借书的全部流

程。另外，除纸质书籍外，馆内设置的电子阅览机内储

存了上百种报刊，并实时更新，读者可免费阅读到最

新的报刊信息。

据介绍，24小时自助图书馆实现了图书全市“通

借通还”，延伸了南岸区图书馆的服务半径和服务时

长，让越来越多的市民爱上阅读，加入到“全民阅读”

的潮流中来。此外，在商业中心设立这样一个图书馆，

让企业也能够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来，为公共文化

服务政府单一“买单”的方式提供了新的选择。

以凡人善举弘扬天府文化
用榜样力量充盈城市精神

——四川省成都市选树先进典型丰厚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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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杯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九寨沟风景名胜管理局协办

今年，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瓜

畲乡新安村农友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利用产业扶贫资金种植了逾

13 公顷的太空 36 号白莲，目前正

值莲蓬丰收。图为近日，该村农民

在采摘莲蓬。 刘丽强 摄

近年来，四川省宜宾市翠
屏区以德治为主线，坚持“五
德”导向，统筹推进，打造乡风
文明建设“翠屏模式”，助力乡
村振兴。

“群众评、评群众”——
典型选树坚持群众路线

典型源于基层，评选也要扎

根基层才能起到“用身边人教育

身边人、用身边事感动身边人”

的效果。成都市坚持政府搭舞

台，群众当“伯乐”，扎实开展选

树工作，推选出自身立得住、群

众信得过的先进典型。

坚持“群众评、评群众”，以

凡人善举增强道德共鸣。成都

市坚持采用社区（村）、街道、

区、市四级自下而上的推选机

制，包括建立联络员制度、情况

通报制度、信息反馈制度和绿

色通道制度等，并严格按照群

众广泛推荐、层层遴选审核、社

会公示监督、民主投票评选等

程序规范操作，确保推上来的

典型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同

时，坚持把视角对准普通市民，

把重点放在基层单位，寻找普

通百姓身边的“草根”故事和凡

人善举，在平凡人物身上发掘可

贵精神，褒奖群众身边看得见、

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

增强道德共鸣，用凡人善举传递

社会正能量。

全方位宣传推广——
让先进典型走进群众生活

评选先进典型只是第一步，

怎样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宣传

推介，树立全社会广泛学习先进

典型的社会风尚也是极为关键的

一个环节。

成都市在选树典型的过程

中，合理设计评选机制，边征集

边评选边宣传，坚持立体化全方

位宣传方式，在发挥报纸、电视

等传统媒体主阵地作用的同时，

注重发挥宣传教育活动引领作

用，组建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报告

团，深入城乡社区、机关、学校等

开展巡讲。同时，成都市拟在郫

都区规划建设占地约 4 公顷的

“好人公园（暂定）”，进一步提升

先进典型群体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另外，成都市精心设计抓手，

创新方法手段，主动适应新时代

发展趋势，借助成都发布、微成

都等“微平台”开辟网络宣传阵

地；通过拍摄好人微电影、微视

频、微直播等“微文艺”形式，创

新社会宣传阵地，拓宽好人好事

的传播效应和引导效应；积极组

织道德模范开展“传帮带”活动，

利用“巡讲+服务”“线上+线下”

的多元宣传形式，让先进典型走

进群众生活。

动态管理，礼遇帮扶——
树立“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成都市积极完善先进典型的

动态管理机制和礼遇帮扶机制，

树立“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形

成崇善向上的良好社会环境。

建全先进典型动态管理机

制。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

采取属地管理办法，加快建设

“成都榜样管理系统”，加强对各

级各类道德模范及身边好人的

动态管理。在做好关爱帮扶、思

想政治教育、道德行为引导等工

作的同时，做好当先进典型在生

活工作中出现不当行为或出现

重大道德下滑行为时的应对机

制，如进行诫勉谈话、撤销荣誉

称号等。

完善先进典型礼遇帮扶机

制。注重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

结合，每年设立先进典型礼遇帮

扶专项资金80万元左右，用于礼

遇帮扶生活困难的先进典型，并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帮扶方式；在

重要节假日，走访慰问先进典

型，邀请他们参加节日庆典和文

艺联欢活动等。同时，把先进典

型的实际职业和中心（园区）的

职能结合起来，建设完善“成都

市志愿服务中心”“成都市公益

组织服务园”等，定期开展爱心

救助活动、慈善公益活动和公益

志愿讲座，最大限度地发挥先进

典型的辐射带动作用。

（成都市文明办供稿）

湖南株洲：
“微宣讲”讲好“新思想”

本报讯（刘芳 罗宸月）近日，湖

南省株洲市举行了2018年度“好声音

讲坛-新思想进基层”百姓微宣讲活

动决赛，来自各县（市）区、各系统的

13名基层宣讲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用“小故事”折射“大道理”，用“百姓

话”讲述“身边事”。

决赛现场，选手通过一个个有血

有肉、质朴感人的小故事，用理论宣讲

的方式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大道理。攸县县

委宣传部李沛莲宣讲的《乡村文化振

兴要用心写好“乡”字》荣获一等奖。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推

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基层，引导广大

基层干部群众把思想统一到新思想上

来，株洲市组织开展了系列百姓微宣

讲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各县（市）区

及单位、企业的基层宣讲员们，深入

社区、村庄、学校、企业，共开展宣讲

万余场，参与人数超100万人次。

宁夏：
“六盘山红色诗会”
传承文化经典

本报讯（房名名 丁建峰）千古名

句响彻六盘山麓，壮丽诗篇激荡红色

固原。7月 18日，宁夏“不到长城非好

汉——六盘山红色诗会”在西吉县将

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广场举办。

本次红色诗会将红色经典与朗诵

艺术紧密结合，以诗证史，以诗抒情，

是宁夏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自治

区成立 6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诗会以具有宁夏风情的古

诗联诵为序，分为“不到长城非好汉”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忘初心，

走好新的长征路”三个篇章。

坚持价值引领，创新教育引

导模式，营造明德新环境
抓基层，围绕主题扬声势。充分

依托新媒体开展宣传，刊播公益广

告 15000 余条，覆盖人数超过 10万

余人。坚持“3456”模式深化家风建

设，编印《家风家训干部读本》6000

余册，通过编唱童谣、创作快板、乡

贤征文诵读等，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入脑入心。

夯基础，宣讲同频重培育。依托

道德讲堂、农民夜校、讲习所、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等平台，组织宣讲员、

基层党员、身边榜样等多支队伍深

入农村开展教育培训和宣讲。去年

以来共举办主体班、外训班 65 期，

举 办 各 类“ 读 书 班 ”30 期 ，培 训

12600 人次，让群众从思想上认同，

在情感上共鸣。

建基地，融促并举强践行。围绕

南北两大乡村振兴示范区，重点推

出李庄镇、明威燕山、牟坪农兴等

一批体现农村移风易俗、精准扶智

的结对共建示范基地、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基地，推动学习实践具象

化、长效化。

坚持道德滋养，创新榜样选

树模式，弘扬崇德新旋律
聚人气，心心相印感党恩。组建

多支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宣传队

伍，围绕“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环

境提升”等主题，开展乡土气息浓

厚、表现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创作，

教育和引导广大村民树立爱国、感

恩意识。

接地气，代代相传承良俗。按照

一镇一特色的模式，建设示范点，打

造“李庄红色文化”“明威农耕文

化”“邱场茶廉文化”等本土特色品

牌，在“我们的节日”组织开展舞龙

灯、包水饺、赛龙舟、做月饼、农民

运动会等活动，树立节日新风。

扬正气，环环相扣选好人。在全

区农村推行“五加一”群众工作法，

广泛开展身边好人评选，以村为单

位评选“好婆婆（公公）”“好夫妻”

等 7 个类别的身边好人。推荐评选

各级道德模范 49 名、文明市民 27

名、身边好人 81 名、文明家庭 20

户、美德少年 41 名，正向激发农民

精神面貌。

坚持成风化人，创新乡贤治

理模式，倡导美德新生活
治歪风，破除陈规陋习。依托新

乡贤队伍开展封建迷信和黄赌毒专

项整治，杜绝天价彩礼、低俗闹洞房

等不良习俗，倡导群众破除低俗陋

习，党员干部带头抵制婚丧大操大

办的奢侈浪费歪风。

纯民风，培育良风良俗。在农村

建立完善“一约一队四会”组织并积

极发挥其作用。目前全区建立起乡

贤队伍 21 支，成立红白理事会 341

个，249个村、92个社区的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已全面修订完善。

树新风，倡导文明礼仪。深化

区、镇、村三级志愿服务组织网络建

设，以万名种子培训计划为抓手，在

各村成立至少 30 人的志愿服务骨

干队伍，每个村培育 3 名以上文明

礼仪带头人，开展农民文明礼仪培

训和文明劝导“红袖标”行动，引导

农民群众遵守礼仪规范。

坚持家庭教育，创新家风建

设模式，培育树德新风尚
选家风，人人参与创建。在农村

广泛开展“五好家庭”“最美家庭”

“书香家庭”“星级文明户”“五好文

明户”“美好家园”创评活动，百、千、

万农村文明礼仪行动，以及“好家

风”评比、“我的家风故事”征集、“家

风示范基地建设”活动，吸引每个家

庭都参与到文明家庭创建中来。

亮家风，户户挂牌展示。将家风评

选结果通过荣誉榜、孝道红黑榜、家风

文化墙等形式集中展示。举办“四个

一”家风论坛，收集本土优良家规家训

2500余条，李庄镇“张氏家规”跻身四

川省首届十佳“天府好家规”。

讲家风，村村巡回宣讲。开展家

风家训专题宣讲、家风建设论坛、家

庭文明建设巡礼、网上家风交流展

示等活动，创作征集健康文明新家

训和好故事，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

引导群众，凝聚正能量。

坚持文旅融合，创新品牌打

造模式，建设道德新家园
推新品，培育乡村文化品牌。深

入推进全域旅游，创造性转化历史、

民俗、农耕等文化资源,大力实施乡

村文化品牌培育行动和“旅游+”行

动, 积极打造李庄红色旅游特色小

镇、牟坪橘香小镇、明威沉香小镇等

旅游精品。今年，翠屏区荣膺“中国

哪吒文化之乡”。

做精品，打造文旅融合景区。

全力推进李庄古镇创建国家 5A 级

景区工作。推进金兰映月、橘香小

镇创建 3A 级景区，打造李庄古镇

体验游、哪吒传说探奇游、酒都特

色美食游、金秋湖早茶之乡游、佛

现山栀子花生态游等精品旅游线

路，吸引更多游客文明旅游、环保

出行。

出产品，宣传推广地方特色。开

发农村特色创意民族、民俗文化产

品 和 特 色 文 旅 产 品 ，加 强“ 互 联

网+”特色产品和工艺品的生产营

销,促进乡村文化产业优秀品牌走

出去，不断扩大乡村旅游、特色产品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以特色产品标

识翠屏农村，以文明乡风展示翠屏

新貌。

以新发展理念凝聚城市
精神，以榜样力量激发社会
正能量。近年来，四川省成都
市涌现出谭东、吴永秀、刘源
3 名全国道德模范，12 名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1 名感动中
国人物，29 名四川省道德模
范，201 名成都市道德模范。
此外，还有 195 人获评“中国
好 人 ”，461 人 获 评“ 四 川 好
人”，963 人获评“成都好人”。
他们的动人事迹，传递了社
会 正 能 量 ，弘 扬 了“ 创 新 创
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
善公益”的天府文化，引领形
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
会风尚，为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城市、奋力实现
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
标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
有力的道德支撑，推动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