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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西宁
创新载体模式促进家家幸福安康

农村汉子不离不弃
守护残疾家庭20载
曾淼

拾
金
不
昧
暖
人
心

传
递
社
会
正
能
量

杨
诚

鲁
俊
秀

编辑：徐艺嘉

2022年11月16日A2

（上接A1版）
近年来，九寨沟县始终把移风易

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内
容，突出宣传教育、道德教化先行，狠
抓村规民约，将村规民约作为解决邻
里矛盾纠纷的抓手，规范村民行为习
惯。结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
围绕乡风、家风和民风建设主题，因地
制宜完善村规民约。同时，遴选一批政
治过硬、表达能力和自身影响力较强
的“百姓”宣讲员，深入农家大院、田间
地头，以坝坝会、摆龙门阵、拉家常等
形式，开展移风易俗理论宣讲。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四川
省各地根据本地特点、现实需求，有针
对性地建立完善五老调解会、红白理
事会、道德理事会或村民议事会等自
治组织。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市民公
约，普及新思想、新观念，倡导积极向
上的生活方式，定期对村民道德行为
开展评议，设立“乡贤调解室”，推广

“乡村道德银行”“红黑榜”等形式的积
极探索，进一步改变根深蒂固的陈规
陋习和不良风气。

乐山市积极探索推动“政府引导+
德古协调+村民自治”的模式，在小凉
山地区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同时深度
挖掘群众容易接受的《玛莫特依》等彝
文经典中善治的内容，收集整理了10
条“尔比尔吉”（蕴含先贤智慧的格言
谚语），用彝汉“双语”开展宣传教育。
德阳市成立乡厨协会，规范农村“坝坝
宴”备案管理，今年以来，全市共计减
少坝坝宴4320桌，涉及金额约345万
元。雅安市石棉县探索实施了“1534”
新路径，即制定1个公约、抓住5个少
数、建立3套机制、用好4个阵地，全县
61个村（社区）积极修订村规民约，把
抵制高额彩礼、铺张浪费作为重点，以

群众建议为基础，邀请乡贤、“路吉达
克”调解员、家族领头人一起制定符合
各村实际的《抵制高额彩礼铺张浪费
村规民约》，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不少地方还挖掘整理了一批古家
谱、古家规家训，持续开展家规家训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家规家训上墙、入
户、进楹联活动和集中宣传展示活动，
使家规家训可见可学、深入人心。同时
通过选树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最美家庭、
五好家庭等，聚焦培育优良家风，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带动家庭养成好习惯、
村（寨）形成好风气。

多元推动
塑造文明乡风

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光
明村，无论是村容村貌的干净整洁，
还是村民举手投足和言语间的有礼
有节，都让人感到文明乡风扑面而
来。聊起这两年村里发生的变化，村
民们纷纷感慨：“村里的环境和秩序
越来越好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
和谐了。”“农闲时间的文娱活动丰富
多彩。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传统陋习
得到有效杜绝。”……

2021年，光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组建乡风文明志愿服务队、红白理
事志愿服务队、光明村法律志愿小分
队等5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村干部
和村上德高望重的人都积极参与其
中，重点开展社区治理、邻里和谐、曾
氏孝善文化、家风家训等文明实践活
动，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志愿者还把文
明新风和健康生活习惯，写进倡议书
和承诺书，编成朗朗上口的文艺作品，
开展移风易俗宣讲，为村民宣传“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的文明
新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
设，是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领
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的重
要抓手。近年来，四川省各地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切实提升农民
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
度，推动乡风民风更加淳朴、人居环境
不断改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在全省挂牌建立的195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3000余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和3万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开展的各类活动中，总能找到聚焦移
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的特色活动。攀
枝花撒莲镇禹王宫村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村规民约引领新时代农村，
移风易俗建设美丽禹王宫”文明实践
活动，通过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开
展“移风易俗”读书会等方式，号召广
大村民积极行动起来。资阳市在临空
经济区松涛镇甘家坪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举办“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
新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一系列围
绕移风易俗的有奖互动问答吸引了居
民踊跃参与。绵阳市北川县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活用非物质
文化遗产四川金钱板，将村风民俗、人
居环境整治、社会公德、文明规范、公
共秩序、治安管理等行为规范编进唱
词在乡镇村社进行宣传。

各地还通过群众大会、农民夜校、
院坝会，依托互联网远程教育平台、农
家书屋、广播电视等新时代文明实践
阵地，推动转变“等、靠、要”思想，普及
科技文化卫生知识，宣传遏制大操大
办、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推动形成向
上向善、向好向美的社会风尚。

本报讯（鄂香兰）近年来，青海省
西宁市各级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
重要论述，创新载体和模式，坚持“一
二三四五”工作法，不断推进“文明创
建·家行动”，“两个独特作用”得到进
一步彰显，充分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
培养时代新人、加强基层治理、促进社
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家家幸福
安康。

打造一支队伍，提升家庭教育服务
水平。积极招募从事家庭教育、特殊教
育、幼儿教育、德育教育、法律服务、心理
援助等多个领域的家庭教育志愿者，成
立西宁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服务范围覆
盖五区两县，40余名骨干长期活跃在全
市各地各领域，宣传普及家庭教育促进
法、家庭教育知识。

拓展两个渠道，扩大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覆盖面。围绕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
教育服务体系，充分利用线下实践服务
和线上宣传指导两种渠道，组织动员广
大家庭和少年儿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先后开
展“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巡讲”“家庭教
育公益行”“小家大爱”等活动1000余
场次。

赋能三创模式，强化家庭示范典型
带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文明城市创建、市域治理、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擦亮最美
家庭、绿色家庭等文明底色，部门协同、
系统联动、家庭主动广泛开展“美丽庭
院+十百千万”群众性创评活动，即打造
10个美丽庭院（家园）示范村、100个美
丽庭院示范户、1000个美丽庭院，带动
10000名以上巾帼志愿者参与美丽庭院
建设。近年来，选树表彰全国五好家庭5
户、全国最美家庭10户，省级文明家庭
16户、省级最美家庭71户、绿色家庭示
范户99户，市级最美家庭190户、绿色
家庭3000户、美丽庭院3000个、清廉家
庭75户。

发挥阵地作用，夯实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基础。注重发挥社区家长学校、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儿童快乐家园、小候

鸟图书角等四大活动阵地，以少年儿童
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亲
子阅读等实践活动千余场次。目前，全
市 173个城市社区家长学校创建率达
100%；依托基层村（社区）、幼儿园、小
学、中学和社会机构创建省级家庭教育
指导中心36个，市级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81个；在9个留守和流动儿童相对集
中的村（社区）实施儿童快乐家园项目，
每个点捐助价值10万元的玩教具和少
儿图书；在30个村（社区）实施小候鸟
爱心图书角项目，每年向项目点捐赠少
儿读物。

力推五项活动，拓展家庭文明建
设内涵。“三红”走进家庭。充分发挥

“联”字优势，组织广大家庭和少年儿
童开展讲红色经典故事、唱红色经典
歌曲、品读红色家书“三红”家庭教育
活动，通过线上分享带动线下实践推
动红色精神、红色文化和革命传统根
植群众心中。亲子阅读常态化。突出培
养好习惯，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书香
夏都·阅伴万家”“读书沙龙”“好书漂

流”家庭亲子阅读活动600余期，引导
广大家长和少年儿童养成多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好习惯。家教家风宣讲
互动化。坚持线上线下常态化开展各
具特色的家风家教主题实践活动万余
场次，引导广大家庭树立新时代家庭
观，建设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家风。普法宣传进家庭。依托全国家庭
教育宣传周、寒暑假关爱服务、我为妇
女儿童办实事、机关能力建设等活动
载体，线上线下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法
宣传解读，引导广大家庭主动承担起
家庭教育主体责任，依法带娃、科学教
子。“学习强国”进家庭。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群众之家等，广泛开展

“我家和学习强国”故事分享等系列活
动，引领广大家庭用好“学习强国”平
台，以“我用平台，平台助我”强大功
能，打造“巾帼学”工作品牌，倡导学习
引领好家风，让书香浸润千家万户，有
效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和市域治理工
作。2022年，西宁市妇联荣获全国家庭
工作先进单位。

人物名片：普建明，男，彝族，
现居住于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
傣族自治县太平社区上得勒箐西
居民小组。

上得勒箐西位于太平社区西
南方，离县城10多公里，属山苏
彝族聚居区。这里的居民主要的
经济来源是蔬菜、谷物和烤烟种
植，用老一辈的话说，就是靠山吃
山的生活模式，特殊的环境和自
然条件使得这里的人们并不富
裕，一年的辛勤劳作也仅仅只够
维持生计。

普建明家里有两个孩子，大
儿子在玉溪上学，小女儿在新平
县城上小学，家里的生计就靠夫
妻俩在家务农维持，经济状况并
不宽裕。但是积极阳光的普建明
把这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
常常充满欢声笑语。在村里，他乐
于助人。只要提到普建明，老人们
都赞不绝口。

2022年 1月 6日，普建明到
体育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接种
疫苗，来到富滇银行门口时，他看
到路上有一个手提袋，人来人往，
也不见有人捡。等了一会儿，他捡
起手提袋打开一看，发现里面装
着钱。他在原地等了很久也不见
失主回来找，无奈之下只能把袋
子拿回家，等第二天交到派出所。
回到家后，普建明数后才知道袋
子里装有整整10万元现金，顿时
觉得后怕，“这么多现金，失主肯
定着急啊”，于是他立马联系社区
工作人员帮忙寻找失主。第二天
一早，普建明准备到派出所上交
现金，刚好派出所的民警也联系
社区工作人员称找到失主了。在

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普建明
把捡到的10万元现金如数还给
失主，并拒绝了失主要给他的报
酬。普建明说：“只有找到失主，把
钱还给他，心里才踏实，才能睡个
安稳觉。”朴实的话语透露出他淳
朴的性格，他的这份拾金不昧的
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和称赞。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也是基本的道德规范。普建明
的行为看似普通，却是一个人良
好道德和崇高风尚的具体体现，
不仅弘扬了社会正能量，也让大
家感受到了融融暖意。

人物名片：秦跃，男，汉族，
1968 年 9 月生，云南省玉溪市峨
山彝族自治县甸中镇镜湖村委会
水晶城村民小组居民。

20多年来，秦跃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撑起了一个命运多舛的
家，他守护残疾家人，不离不弃；
照顾重病老人，无微不至；即使贫
困也要坚持供养儿女读书。提及
秦跃的担当和坚强，周围村民无
不为之动容，纷纷称赞他为真正
的汉子。

秦跃出生于贵州兴义，1999
年经人介绍与妻子相识相恋并很
快就结婚了。婚后，秦跃发现妻子
有轻微的精神障碍，当时秦跃远
在贵州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劝他：

“你还年轻，没必要一辈子就拴在
这里。”但秦跃说：“我来到这个
家，就是一家人，我有为人夫的责
任和义务，再苦再难我也不能丢
下他们！”

慢慢地，妻子的病情越来越
严重，女儿在5岁时也出现精神
障碍的症状，2018年、2019年久
病的奶奶爷爷相继去世，原本还
能帮着做农活的岳父也因小脑萎
缩出现精神障碍。一家人的重担
落在秦跃一人身上，就算这样，秦
跃也从未想过要放弃。

秦跃一直坚信读书是一个
农村家庭最好的出路。当时有人
劝秦跃只供一个儿子读书，这样
全家压力也小点。但秦跃坚持供
女儿读到初中毕业，由于女儿的
病情加重不适宜学校生活才接
回家中。现在，秦跃的儿子在云
南交通学院就读，每到节假日都
会早早回到家中帮忙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秦跃常告诉儿子：

“你要好好读书，你读好书就是
最好的报答。”

爷爷在世时，每天一早秦跃
就要下地干活，回家吃饭的短暂
时间里他还要帮爷爷换衣服、擦
澡、倒屎倒尿。有时秦跃一天就要
为爷爷清理四五次身上、床上的
脏物，他说：“老人一定要舒舒服
服的才行。”

秦跃不仅要照顾爷爷还要照
顾妻女和岳父，如若他们病重还
要包车送他们去玉溪看病住院。
秦跃说，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岳父，
他一发病便到处跑，总担心他磕
了碰了。

20多年的相守、7000多个日
日夜夜的付出，日子虽然过得平
淡，但一家人其乐融融。秦跃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这样一个
特殊的家庭，生动诠释了责任与
担当。

地处豫西伏牛山区的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是全国红薯种植大县，眼下正值初冬，汝阳县刘店镇在丘陵地种植
的15000余亩富硒红薯喜获丰收。图为11月14日，汝阳县刘店镇二郎村村民在薯田收获红薯。 康红军 摄

走近“身边的好人”——玉溪篇

“你看俺们村，多
干净，多漂亮，村前屋
后都栽植了石榴、金
银花等植物，一年到
头都有花看，污水也
不外流了，蚊子苍蝇
少多了，走在哪都心
情好。”日前，61岁的
山东省曲阜市北元疃
村村民蒋德香提起村
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脸上不禁露出了自豪
的神色。

这处位于曲阜市
息陬镇的北元疃村，
曾经由于没有污水处
理设施，道路两边的
沟渠里常年有污水垃
圾，不仅影响美观，而
且气味难闻，尤其是
到了夏天，蚊子苍蝇
到处乱飞，当地生态
环境部门联合属地镇
政府，对其开展综合
整治，铺设了污水管
网，建设了污水处理
设施及小型人工湿
地，北元疃村实施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年污水处理能力

达5.8万吨，受益人口有2000多人，村
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人工湿地成为村
民休闲娱乐的“小公园”，村庄尽显其秀
丽底色，如今北元疃村成为了人们争相
学习的示范村。

近年来，曲阜市坚持生态优先发展
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乡村振兴全
过程，持续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
治理，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
板，让生态宜居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点，各村纷纷将目光瞄向生态振兴，
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的机
遇和路径。

位于曲阜市小雪街道的武家村，在
获得“全国美丽乡村”等称号的基础上，
探索推动儒家文化与娱乐、休闲、旅游
融合，充分挖掘“九龙山传说”“白马河
传说”“编笆接枣”“锯树留邻”等当地传
说故事，建设民宿、餐饮、特色作坊、花
海、游乐场、小吃一条街等文娱、食宿场
所，极大丰富了乡村游内容，成为远近
闻名的“网红村”，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
来参观，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尼山镇，曾经以传统农业为主
导产业的鲁源东村，借力周边生态文
旅优势和整村搬迁机遇，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等产业，开发了鲁源高端设施
农业、“里仁美宿”等项目，壮大蜜蜂生
态园及农业采摘业等增收方式，实现
了生态、经济、民生效益的显著提升。
如今，村里特色民宿已超150家，吸引
大批年轻人回乡创业。如今，曲阜市已
创建省市级美丽宜居乡村示范村105
个，打造了平原风光、山区景观、泗河
风光等具有曲阜特色的4个美丽宜居
乡村示范片区。

曲阜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何洪军说：“我们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大力实施镇街驻地改造、
村庄基础设施提升等系列工程，让农村
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
美，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本报讯（宣文）11月14日，安徽
省宣城市第六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在南天宾馆举
行。本次大赛是由宣城市文明办、宣
城市民政局、共青团宣城市委员会主
办，宣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承办，经过初
评、复赛，最终16个项目入围决赛。

决赛现场，社会公益组织项目
和非社会公益组织项目分批陈述和
答辩。志愿服务项目代表，通过PPT
图文并茂地讲述了项目背景、服务
内容、具体实施和社会成效等内容，
生动展现了宣城市志愿服务项目的
精神和风采，赢得了在场评委和观
众的阵阵掌声。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评
委从项目需求、创新性、持续性、社会
影响力等方面综合考量，最终评出一

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10名，
并为11个优秀项目颁奖。其中，“‘微
爱急寻’守护易走失人群”志愿服务
项目、“‘心’手相牵，让孩子远离网
瘾”志愿服务项目凭借鲜明的特色、
精准的服务、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脱颖
而出，分别斩获社会公益组织类和非
社会公益组织类一等奖。

本次大赛，为全市志愿服务组
织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共享的
平台，是培育和挖掘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重要举措，是不断推动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制
度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下一步，
宣城市将在此次大赛的基础上，对
各个项目进行再完善、再提升，有
针对性打造接地气、聚人气的志愿
服务项目，更好服务百姓，让广大
群众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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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宣城市举行
第六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