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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成为城市最美的底色
——福建厦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巡礼

厦文

陕西西安：
春风化雨育新苗 德润古城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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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陕西省西安市高度重
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全市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线，发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社会各界合力，让
广大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
良好的文明习惯，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努力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响应时代召唤 争当时代新人

6月 23日，西安市新时代好少年
发布会上公布了100名2022年“西安
市新时代好少年”和50名提名奖获得
者名单，30位获奖代表带着自信的微
笑，走上舞台接受证书和掌声。

为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今年4月至6月，西安市

委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
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了“推荐、学习、
宣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活动
中，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广泛实践，
展现了爱党爱国、向上向善、文明有礼
的精神风貌，涌现出一大批勤学善思、
创新创造、自立自强、孝老爱亲、助人
为乐的好少年。

“‘新时代好少年’是全市广大青
少年学习的榜样。他们在家是好孩子，
在校是好学生，周末节假日在社会传
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传统文
化、参与志愿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体
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国、向上向
善、奋发有为、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西安市委文明办工作人员说：“西安市
还将深入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
传活动，号召全市未成年人以他们为
标杆，向身边榜样看齐，向先进典型学
习，向上向善，崇德修身，响应时代召

唤，争当时代新人。”

特色主题教育 创新活动品牌

西安市创新开展“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主题教育活动，让各级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优秀共产党员和抗疫英
雄等先进典型走进校园，用他们的亲
身经历讲述成长故事，用模范的光辉
事迹感染学生，引领青少年爱党爱国、
立志成才。

全市以主题示范活动为牵引，“传
承红色基因”系列教育、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学雷锋志愿服务、“劳动美”
社会实践、“阳光成长”心理健康教育
五个专题各具特色。

创新开展未成年人道德教育实践
活动，充分利用西安丰富的红色教育
资源，选取一个紧贴未成年人成长的
主题，打造未成年人道德教育品牌，组

织未成年人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引导中小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转化为修德立志、善学笃行的生动
实践。

同时，西安市将志愿服务实践融
入思政课教育，全市中小学校利用周
末和节假日时间，参加“周末哪里去 一
起做公益”等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鼓励
学生从身边做起，积极参与学校、社
区、公共文化设施等场所的学雷锋志
愿服务实践，打造“小手拉大手 文明大
家行”主题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品牌。

汇聚育人合力 提升育人实效

建设工作测评为抓手，常态化推
进文明校园“六好”标准化建设，策划

“文明校园风采展”专题系列宣传，进
一步营造争创文明校园的浓厚氛围。
截至2021年10月，全市共有全国文明

校园7所、省级文明校园49所、市级文
明校园294所，参与创建率100%。

坚持把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
设，作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
重要阵地，纳入各部门的管理范畴和
工作计划，市级重点打造示范性综合
实践基地，加强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青年之家”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区县
开发区有计划地重点建好青少年宫、
儿童活动中心，街道重点抓好社区未
成年人专门活动场所建设。

如今，西安市正逐步构筑起“三结
合”育人网络。通过建立“家校共建”工
作机制，完善学校、班级两级家长委员
会，通过开展家长会、学校开放日等活
动，加强家校间联系，组织家长走进学
校参与学校管理，教育家长用正确行
动、思想和方法教育引导孩子，切实提
升家庭教育水平，形成家校教育无缝
衔接。

时值新疆裕民县15万亩红花采摘季节，新疆裕民县直各单位和部门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义务拾花助力活动，切实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帮助村民拾花，助农增收。图为7月11日，新疆裕民县农业农村局干部职工在帮助该县哈拉布拉乡喀拉乔克村村民采摘红花。

杨化光 摄

山西孝义启动青少年
“游基地、学党史”活动

本报讯（李竹华）为引导青少年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日前，山西省孝义市关工委
开展的青少年“游基地、学党史”活动在兑
镇镇石像村抗日模范村纪念馆启动。

活动以“老少同声颂党恩 携手喜迎二
十大”为主题，坚持以赓续红色基因为重
点，充分发挥孝义红色文化资源优势，突出

“游”和“学”，突出青少年主体，通过全市6
处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广泛开
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影响教育覆盖更
多青少年，在寓教于乐中，从红色传统、红
色文化和红军东征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五老”人员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社区、
进村居、进课堂，述说英雄事迹、讲述党史
历程，以“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
无私奉献”的五老精神，共同守护“红色根
脉”，让红色基因融入精神血脉，护佑下一
代扬帆起航、健康成长，助推全市青少年党
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启动仪式后，孝义市关工委还向兑镇
九年制学校赠送了书籍，并组织现场人员
实地参观抗日模范村纪念馆和红军东征兑
九峪战役展览馆。

自2005年荣获第一届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至今，福建省厦门市已
连续六届获评全国文明城市，这是
对一座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至高褒
奖，文明的种子已在厦门扎根生长，
持续为广大群众带去获得感幸
福感。

◎全民参与：
踊跃实践民生实事 助

推弘扬文明新风

历次考评中，市民对文明创建
的支持率和满意度都保持在98%
以上，这离不开厦门坚持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创建靠民的努力。

文明新风外化于行动。在城市，
打造“文明创建随手拍”平台，发动
市民一起做“啄木鸟”，让城市管理
问题无处藏身；寻找“最干净小区”
活动，将创建目标聚焦到离群众生
活最近的地方。在乡村，文明村镇评
选活动广泛开展，促进培育文明乡
风、淳朴民风；一批“新乡贤”被推
选出来，他们孝善齐家，垂范乡里。

“快乐健步走，文明齐动手”等精神

文明建设主题实践和“文明行为示
范月”活动，激励市民不断保持爱城
爱家的责任心。

文明春雨润物无声。厦门积极
发掘群众身边的“最美家庭”“文明
家庭”，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先后涌现“全国文明家庭”
游文晃家庭、陈清洲家庭等先进典
型。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
建活动，助全市青少年“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着眼未来，立德树人。

◎爱心筑城：
传承接续志愿精神 锻

造“爱心厦门”城市名片

多年的文明创建，涵养了厦门
市民热情友善、守望相助的精神品
格。根据市委、市政府建设“爱心厦
门”的重大部署，文明风尚蔚然成
风，爱心队伍持续壮大。

目前，厦门共有注册志愿者92
万多人、志愿服务团队超过 7000
支，在交通枢纽、重点路口、社区学
校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第一线，

奉献光与热。2020年，《厦门经济特
区志愿服务条例》正式施行，进一步
支持和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厦门将目光投向最需要帮助的
社会群体，动员社会各界深入实施
爱心助残、爱心敬老、爱心济困、爱
心扶幼、关爱特殊岗位工人“五大行
动”，推动健全爱心结对、爱心捐
献、爱心志愿服务、爱心文化“四大
机制”。全市47家“爱心屋”，为残疾
人创造就业机会；287个“交通一家
亲”爱心驿站和521个环卫工人爱
心驿站，给户外工作者以歇息之处；
党员干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与
困难群众爱心结对，将爱心镌刻在
城市精神的最深处。

此外，各级文明单位积极参与
爱心慈善、社会救助等，在服务社
会、服务群众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

◎深化创新：
拓展方法规章 走出常

态长效新机制

创新方法机制，拓展内涵外延，
将文明的倡导与养成融入身边事，

逐步形成常态长效。
以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为目

标，近年来，厦门创新推行一系列管
理模式——实施“路长制”“片长制”
等网格化制度，主动向堵点、短板出
击；成立“厦门市文明快送联盟”，
实施“一人一车一号”制度，减少该
行业的不文明交通行为；校园“蓄车
区”推出，方便家长快速接送学生，
缓解高峰期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
一批“人车分离斑马线”推出，让行
人和非机动车“各行其道”。

法律法规保障，制度条约先行。
在现行的地方性法规中，超三分之
二涉及社会文明。例如率先制定《厦
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推出
积分兑换制度、“定时定点”投放、
无桶小区模式等创新做法；出台《餐
饮业分餐制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等，
引导餐饮企业和广大市民践行厉行
节约，爱粮惜粮。此外，通过出台
《厦门经济特区促进社会文明若干
规定》、开发“厦门市社会文明信息
管理系统”等，进一步加强对违规停
车、乱扔垃圾、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
为的治理。

安徽铜陵：文明实践
在服务群众中凝聚引领群众
查嘉宝

近期以来，安徽省铜陵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们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在服务百姓生活、解
决实际问题中凝聚群众、引领群众。

日前，在义安区西联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内，“铜陵好人”代表胡黑你在向村民
分享其从放牛娃到致富能手的创业经历。
这是西联镇开展的“‘铜陵好人’助力乡村
振兴”分享交流活动的现场，除了分享创
业经历外，胡黑你还带领参加活动的村民
来到他经营的农家乐参观西瓜地、赤稻红
米种植基地、甲鱼和水稻混养基地，并向
大家传授特色种植养殖技术和经验，积极
为大家答疑解惑，鼓励大家积极投身农业
事业，助力乡村振兴。村民纷纷表示，此次
活动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投身乡村振兴大
潮的决心。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知晓率、参与率，营造全民参与文明城
市创建的浓厚氛围，近日，安铜办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结合民生工程进村居开展文明创
建宣传活动。活动中，志愿者走村串巷，向
村民宣传和讲解文明创建相关知识及其重
要性，发动群众参与进来，革除不文明、不
卫生陋习，倡导文明健康新风尚。此次宣传
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份，进一步提
高了辖区群众的文明素养和参与文明城市
创建的意识。

重温红色记忆，赓续革命精神。近日，
铜官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邀请滨江社区
理论工作者徐芳在市民教育室开展“学习
英雄人物向警予事迹”专题宣讲活动。讲座
上，徐芳全面深刻地介绍了向警予为妇女
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一生的英雄故事，现场听众纷纷表示，向
警予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永远值得学习与铭
记，要学习向警予同志信念坚定、无私无
畏、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和力量，传承红色
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7月2日，山东省昌邑
市举办丝路古道·海韵侨
乡——潍坊市创建“东亚
文化之都”走进“中国丝
绸文化之乡”活动，将古
老丝绸文化中精益求精、
开拓创新、回馈桑梓的精
华理念融入时代文化，以
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文
明新风，倡树新时代美德
健康生活方式。

今年以来，昌邑市稳
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守传统之重、创时代
之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新时代美德健康生
活方式的结合中，培育和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美德新风浸润城乡。

线上线下联动
赓续文化基因

昌邑市充分挖掘整合
“丝绸文化之乡”历史底
蕴和新时代内涵，采取线
下＋线上联动方式，大大
提升传统文化覆盖面与
传播面，赓续传承、成风
化俗。举办特色鲜明的龙
乡文化节、桑葚采摘节、
丝绸文化节等大型节会，
依托中国柳疃丝绸文化
博物馆、“丝路绸语”文化
创意园等为百姓搭建文
化“两创”平台，举办非遗传承、文化培
训、文体展演活动50余次，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传承发扬丝路精神和中国
力量；以传统美德和乡愁记忆为主题，
搜集历史物件，建设村庄孝德园200余
处、乡愁记忆村史馆108处，在耳濡目
染、潜移默化中劲吹文明新风。

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非遗传统
文化展演、比赛、送戏下乡等文化活动
300余场次，充分挖掘“我们的节日”新
时代新内涵，组织“追梦新时代”2022
年昌邑市春节联欢晚会网上展播、“昌
邑人眼里的年味”年俗摄影作品线上
展、梨园闹春——兴昌京剧社迎新春
戏曲展播、“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
年”非遗线上视频展播等活动20余场
次，微信、抖音点击浏览量超8万人次；
挖掘黄元御中医药文化，以昌邑市清
代名医“一代医宗”黄元御卡通形象设
计发布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标识贴”，
谐音“源（元）头防御”，让传统文化走
出来、活起来、火起来。

崇德尊法
“邑”谈即和

“德不孤、必有邻”“退一步海阔天
空、让三分义重情长”……在昌邑市都
昌街道迎禧社区，“邑”谈即和调解室
里张贴着各种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标
语，旁边的书架上摆满了《论语》等传
统典籍。这个调解室借助“以和为贵”
的传统文化，探索发散多面思维，通过
谈心、谈法、谈情、谈理全方位帮助群
众解决矛盾。

这样的“邑”谈即和调解室遍布昌
邑市各个村居社区，成为矛盾纠纷的

“终结站”，有矛盾的双方在这里握手
言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谈”的好处
和妙处，催化“谈”文化，弘扬“和”精
神，以“谈”促“和”成为百姓的生活习
惯，推动实现矛盾不过夜，冲突即日
解。今年以来，通过“邑”谈即和调解
室，全市调处矛盾纠纷2367件，成功率
98%以上，受益群众超4.2万人，“崇德
尊法明理重情”的文化氛围蔚然成风。

“双节”润童心
文化进校园

“荷风送香万物丰，天地始交夏悠
长”……6月20日，昌邑市奎聚街道南
隅小学的同学在进行“双节”课程之

“夏至”节气的学习。
昌邑市从普及传统节日和传统节

气“双节”入手，将节日节气起源、含
义、歌谣、农谚、民俗、物候、艺术、生活
等，融入节庆礼赞、童心向党等新时代
元素，精心编撰形成一套具有现实性、
创新性的特色化课程在全市76所中小
学校广泛推广，6万余名学生通过思维
导图、绘画手工、经典诵读、演讲征文、
劳动实践等方式进行沉浸式体验，增
强未成年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将自强不息、勤俭立
身、顺天应时、敦亲睦邻的传统文化精
髓与关爱自然、低碳绿色、简约适度、
孝老爱亲的当代精神结合，有力推动
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进校园、进
课堂、进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