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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楚雄：文明实践绘就幸福生活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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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真是多亏了小国兄
弟，因为他的照顾，我走出了郁郁寡
欢的状态。”采访中，陈胜华坦言，24
年来，崔小国的细心照顾，就像一束
阳光，照亮了他原本黯淡的生活。

陈胜华告诉记者，崔小国总是
在生活上事无巨细地照顾着自己，
遇到自己不舒服的时候，衣服、床单
上都会沾上污秽物，崔小国从不嫌
弃，帮忙给他换上干净的衣物，而且

还会把弄脏的床单衣裤清洗干净。
陈胜华清晰地记得，崔小国有一天
给他洗了4次脏衣物。

“小国兄弟，屋里漏水有点厉害
啊，你快来帮我看看。”有一年夏天的
一个晚上，一直下着大暴雨。半夜12
点多，陈胜华的房子漏水了，他便给
崔小国打去电话。崔小国挂掉电话后
随手撑起一把伞，便冒着暴雨赶来。
他用盆接房子的漏水，一盆接满了就

倒掉再接，反反复复接了无数回，忙
得一晚上没合眼。

回忆起这么多年的点点滴滴，陈
胜华感慨万千，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
转。想吃什么，只要一个电话，崔小国
就会给他买来；身体不舒服时，崔小
国就会给他捏捏腿、按按脚；家里有
好吃的，崔小国也总是想着给他带过
来尝尝；崔小国还坚持每天把外面的
见闻带回来和他分享；春暖花开的时
候，崔小国还会推着他去附近的公园
转转，感受春天的气息……

陈胜华告诉记者，现在十笏园社
区的工作人员也会在重要节日来家

里慰问，社区书记还会不定期地询问
他的生活需求。2020年，社区还为他
装上了家用天然气报警器、燃气壁挂
炉、适老化改造设备等，大大方便了
他的生活。

为了能让陈大哥随时找到自
己，崔小国的电话一直是24小时开
机。在崔小国的悉心照顾下，陈胜
华慢慢地变得开朗自信起来，他不
仅读书看报充实自己，还自学了配
钥匙，为社区居民提供帮助。“受小
国兄弟助人为乐的影响，我也想尽
我所能为别人做点事情，传播正能
量。”陈胜华说道。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崔
小国都始终传播着真善美，面对别人
的赞誉，他总是这样说：“我做的都是
平凡小事，不值得一提。”然而，正是
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温暖了需要
帮助的人，传递着正能量。

作为一名环卫工人，崔小国大

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大街上。他在大
街上打扫卫生时，更是把助人为乐
的品质体现得淋漓尽致。遇到有人
问路，每每他都会给出耐心的指
引；捡拾到手机或钱包等物品，他
总是耐心地等待失主前来认领；平
时遇到同事有事请假，他总是主动

帮别人替班……
闲暇之余，崔小国还会帮助十

笏园社区的另外一位上下楼不方
便的残疾人。“我每天进出小区，都
会经过他家楼下。他需要买什么东
西，就在楼上给我说一声，我就给
他买回来送到家里。”崔小国说，这
些真的都是举手之劳，对自己来
说，也就是跑跑腿的事情，能帮他
们一把就帮一把。

这么多年，崔小国把帮助他人当

成了一种习惯。尤其是对陈胜华的帮
助，更是风雨无阻，哪怕是自己感冒
发烧，都会每天坚持到陈胜华家里为
他收拾屋子，洗衣做饭。

“ 只 要 陈 大 哥 开 心 ，我 就 高
兴。这么多年，我已经把陈大哥当
做亲人。”“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
尽可能地帮助别人，邻里之间互
帮互助是应该的。”……如今，崔
小国已年过半百，但助人之心不
曾有半分褪色。

(上接A1版)

自2019年8月被列为全国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市以来，云南楚雄
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在深入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中，着力资源整合、平台
拓展、服务提升，搭建了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为引领，实践所、站、点为支
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体系，探索
走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楚雄路径”。

建强阵地
服务群众“零距离”

楚雄市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
打通部门资源壁垒，整合党员活动室、
职工之家、青年之家、妇女儿童之家、
农家书屋等活动阵地，打好“青字牌”

“巾帼牌”“专家牌”，实现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市、乡(镇)、村(社区)三级联
动，中心、所、站三级贯通。同时按照

“中心+实践基地、所+实践点、站+实
践户”三级延伸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

“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
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

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五大类实践
活动。

阵地建设中，面向基层，激活文明
实践乘数效应，向机关单位融合，把高
校、文明单位、中央省州驻市结对单位
纳入文明实践范畴，建成机关单位文
明实践点318个；向城市社区延伸，结
合老旧小区改造、社会基层治理、党群
服务中心建设，拓展文明实践点、实践
长廊10个；向红色基地拓展，在全市

“威楚红色文化走廊”教育基地建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基地11个；向公共文化
服务阵地拓展，建设实践广场8个。目
前，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点)达525个，实现了群众在哪里，文明
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智慧大脑
服务群众“数字化”

楚雄市升级“楚雄青年网”，建设
“楚雄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市、
乡、村(社区)通过平台开展活动，实践

中心通过大数据平台精准分析、实时
掌握单位工作特色，实现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全面展示、及时宣传和有效溯
源。全面打通“群众点单—中心派单—
志愿者接单—大众评单”的工作闭环，
打通与州、市各媒体和学习强国等平
台的融通互联，增强交互能力，绘制文
明实践数字地图，实现“一图可视、一
键参与、一站管理、一库集成、一体考
核”的网络管理模式，充分运用数字化
技术、数字化思维系统重塑，打造文明
实践“智慧大脑”，提升新时代文明实
践科学化水平，实现数字为文明实践
赋能。

强化线上线下互补，加大无障碍
信息化建设。针对老年人印制《楚雄市
志愿服务手册》《楚雄市志愿服务记录
卡》和《楚雄市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卡》，
开通“时间银行志愿者”“每天1小时
志愿”等线下志愿服务项目，市民群众
可通过线下登记的方式，利用碎片化
时间，随时随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全
市志愿服务逐步实现线上快速反应与

线下精准服务结合，做到志愿服务全
覆盖。

抓实活动
服务群众“心连心”

楚雄市着力建设志愿之城，形成
一系列有成效、有温度、有特色、受欢
迎的文明实践品牌项目。以“理响楚
雄”为统领，打造“小红音”“红扇子”

“八点半播报”等一批“威楚鹿鸣”理论
宣讲志愿服务品牌，目前已宣讲200
余场，受众60余万人，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文明楚
雄”为载体，打造“我文明楚雄文明”

“三五”等14个“城乡7+7”志愿服务品
牌，其中在城市重点针对群众急难愁
盼、家长里短，开展“你有难我来帮”、
陪老人聊天、帮老人理发、为孩子检查
作业等“微心愿”结对服务品牌；在农
村组建“七支队伍”，“新思想进万家”

“好政策暖民心”“新风尚润乡村”“彝
歌彝舞火起来”“红色文化代代传”“邻

里文明送和谐”“村庄整洁家园美”等
七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让乡村焕发
出喜人景象。以“遇见楚雄”为核心，围
绕“点亮火把”，构建火之光、火之暖、
火之星、火之风、火之乐、火之兴、火之
育、火之和的8类“火韵”实践形式。以

“志愿楚雄”为抓手，打造“周五见志愿
微直播”“嫩芽呵护”“爱心缝补”等一
批小而精的“威楚志愿汇”品牌，“有事
找志愿者，有空做志愿者”形成常态。

走进楚雄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点燃火把，温暖楚雄的背景墙上，
志愿服务活动贴近群众生活、形式多
样，一批小而精的“威楚志愿汇”品牌
也正蓬勃开展。截至目前，全市组建志
愿服务队573支，注册志愿者11万人，
开展活动2.6万场次，服务时长达500
万小时，志愿精神温暖楚雄形成常态。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楚雄
市建强阵地，以数字化赋能，抓实志愿
服务，推动文明实践活动接地气、有活
力、可持续，真正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成为群众身边的“精神加油站”。

贵州省黔西市红林彝族苗族乡通过“村支部+企业+农民”的方式，盘活水资源，做深水文章，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
振兴。图为8月2日，红林彝族苗族乡矿泉水生产车间里，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周训超 摄

2018年起，安徽省合
肥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城
区菜市场提档升级工作。
几年来，合肥市坚持一个
清晰定位、制定一个“三
年行动计划”、设置一套
操作标准、编制一部专项
规划、出台一套考核办
法、明确一个奖惩导向，
让一个个小菜市实现华
丽蝶变。

合肥市始终坚持菜
市场“公益性、民生性和
社会性”定位，把城区菜
市场提档升级作为一项
重要民生工作，连续三年
纳入市政府重点工作和
为民办实事事项。坚持国
有资本主导“菜篮子工
程”，鼓励适当竞争，以国
有平台公司经营为主导，
突出菜市场公益性质。

同时，合肥市出台实
施意见，按照“政府主
导、统筹规划、合理布
局、扶优汰劣”要求，坚
持“改造达标一批、优化
完善一批、示范创建一
批、规划新建一批”，形
成“规划布局合理、服务
功能完善、长效管理规
范、菜篮子安全放心”格
局。围绕“2 年完成示范
性改造、3年补齐缺口短
板”目标任务，全面改善
城区菜市场经营环境，
打造合肥样板标杆。

合肥市还出台了城
区示范性菜市场设置与
管理试行标准，对菜市场
场地环境、设施设备、商
品管理、卫生管理、市场
管理、信息化提升6大类
33项 100多个小项应达
到的要求，以及服务半
径、划行归市、给排水、供电消防、食品
检测、人员管理、行业规范等，作出具
体规定。

在完成城区菜市场存量提升的基
础上，合肥市坚持顶层设计，从源头上
解决增量问题。经过广泛调研、摸清底
数、充分论证，编制《合肥市城区菜市
场布局专项规划（2018—2025年）》，
按照服务半径800-1200米、服务人
口2万-3万人的标准进行布点规划。
该专项规划与合肥城市发展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结合，把菜市场纳入城市
公共配套项目。

此外，合肥市出台《合肥市城区菜
市场长效管理奖补资金使用办法》，市
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对在长效管
理考核中获得优秀、良好等次的菜市
场进行奖补，调动了菜市场管理方的
积极性；对名次靠后的市场予以通报，
要求整改，逐步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
性竞争机制。

2022 年以来，内蒙古
扎兰屯市全面提升城市市
容环境质量，严格执行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全面开展

“强素质、转作风、树形象”
专项行动，认真落实城市管
理“721 工 作 法 ”，做 到

“70%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
决、20%的问题用管理手段
解决、10%的问题用执法手
段解决”，变被动管理为主
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
治理。

按照“主干道严禁、次
干道疏导、小街巷规范”的
原则，扎兰屯市严格查处乱
泼乱倒、乱堆乱放、乱贴乱
画、乱扯乱挂、乱停乱靠以
及油烟污染、噪音污染等影
响城市市容卫生环境的违
法违章行为。全市共处理流
动商贩沿街叫卖4500次，
清理高音叫卖喇叭438次，
整治商家占道经营4800余
次、室外摆放3700余次，清
理小广告、破损条幅、对联
共计5100余处，整改户外
广告、牌匾67个，整治小区
居民私占菜地80处。

同时，扎兰屯市积极开
展“门前五包”工作，对自觉
遵守城市管理相关规定以
及严格落实“门前五包”责
任制的主体进行评比，督促
责任主体自觉落实“门前五
包”责任制，提高市民群众

参与“门前五包”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
“门前五包”工作开展以来，该市共与
4100余家沿街商户签订承诺书。

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扎兰屯市建
立“城管+交警”联合执法模式，通过规
范城区车辆停放秩序，高效整合城管、
交警执法资源形成执法合力，对城区主
要道路秩序进行整治，严格治理车辆乱
停行为，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联合
执法模式启动以来，扎兰屯市集中开展
南出口整治，对阻碍交通，不能及时移
动的工程车辆及“僵尸车”进行处置，真
正做到重拳出击、击中要害。今年以来，
全市整治二手车、农业机械和工程机械
车辆乱停乱放、乱摆乱卖185起，清理

“僵尸车”80余辆，联合交警整治机动车
乱停、乱放102台次。

为改善城市面貌，扎兰屯市建立
“城管+环卫”创新执法模式。按照城市
管理“网格化、街长制”工作方案，该市
以社区为单位将城区划分为若干个网
格，以网格内工作量大小、区域面积为
依据，给每个网格配备一定数量的城管
执法人员。同时，该市建立“城管+环
卫”联动机制，环卫保洁人员在日常保
洁作业的同时，每当发现保洁路段内的

“门前五包”不到位、乱泼乱倒等违反市
容管理秩序的行为，需及时与辖区网格
员对接，再由相关执法队员快速出动查
处，进一步实现商铺门前常态保洁。扎
兰屯市通过建立“城管+环卫”创新执
法模式与“城管+环卫”联动机制，形成
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联动机制，大大提
高了处置效率，提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

扎兰屯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聚焦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给群众带来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市民感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助人为乐彰显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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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0部门联合发文：
禁止在公共场所焚烧祭祀用品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为减少空
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公共设
施、维护公共安全，8月2日，成都市城
市管理委员会、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成都市公安局、成
都市民政局、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等10
部门联合发出关于中元节期间禁止在
公共场所焚烧祭祀用品的通告。

通告禁止在四川天府新区、成都
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
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
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等城市建
成区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广场、河边、
树林、草坪等公共场所焚烧香蜡纸钱
等祭祀用品。

对于违反本通告规定，在禁止区
域内焚烧香蜡纸钱等祭祀用品产生垃
圾、损坏园林绿地、破坏市政设施、引
发火灾、造成大气污染等危害的，沿街
兜售香蜡纸钱等祭祀用品的，由城管、
公安、生态环境、应急、消防、园林等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依法查处；阻碍行政
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通告指出，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和国家公职人员要带头遵守法律法
规，以实际行动带动群众文明祭祀；广
大群众可采取鲜花、丝带祭祀等绿色、
文明、环保的方式开展祭奠活动，主动
摈弃陈规陋习，为全面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