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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安新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扩大群众幸福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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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第8次来村里开展义务理发活
动了，看到老人们剪了头发精神抖擞，我们心
里也很高兴。”在河北省安新县光淀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54岁的刘玉红带领爱心志愿服务
队队员为村里的老人义务理发。刘玉红是安新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
是“全国文明家庭”的获得者，热心公益事业已
经18年了。在她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志愿服务队伍当中。

去年，安新县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工作，明确了“124567，一心一意我帮
您”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爱心 暖心 安心”等
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全县14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21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
现全覆盖，打造了“水生嫂”“梧桐树下”等独具
特色的项目，志愿服务队伍不断扩大，志愿服
务遍及全县。

对标群众需求
志愿服务暖万家

“我想让老人们以及那些需要帮助的困难
人群在不花钱的前提下，就能享受可口、热腾
腾的餐食。”思源公益餐厅的创始人马永雷

说。思源公益餐厅是安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的文明实践项目之一，餐厅内的菜品每
天不重样，每餐保持4个凉热菜并配以大米、
小米、绿豆粥、鸡蛋汤、米饭、花卷等，无论是刮
风下雨还是严冬酷暑，都坚持给就餐者提供热
乎的饭菜。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忙里忙外，为老人
们端来可口的饭菜、与老人们唠家常、根据号
牌为就餐者分餐、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这
些场景每日可见，每一个志愿者都认真践行公
益餐厅建立的初心。截至目前，公益餐厅共接
待就餐者41250人（次），高峰时，一天免费用
餐流量达到1200人（次）。去年，餐厅创始人马
永雷被评为“河北好人”。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安
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不断打造具有本地
特色的文明实践活动，由妇女党员、志愿者组
成“水生嫂”志愿服务队，活跃在大街小巷，宣
传党的政策方针；“梧桐树下”宣讲平台每周
举办一次，邀请县、镇50余名志愿者讲述“安
新故事”；“时间银行”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养老志愿服务和社会治理，不断提高老年人
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淀中翡翠互助
会”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传递爱心力量；“政

府+民间协会+志愿者”模式，让“爱鸟护鸟”
蔚然成风。

文艺轻骑兵
激发理论宣讲新活力

“如果用文艺的形式将理论知识表现出
来，老百姓会更容易接受，也能进一步扩大
受众面。”赵虎是一名快板爱好者，一直以来
他都致力于宣传家乡，传播党的先进理论，
先后创作出《白洋淀赞歌》《起飞雄安》《新
的时代唱新歌》等广为传唱作品。“大白话加
上快板的形式，让我一听就明白了。”现场群
众纷纷竖起大拇指，感觉大有收获。

连日来，安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文
艺爱好者，精编了一批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快板、说唱、朗诵、歌曲、舞蹈等文艺作品，推出
宣讲微视频《水上奇兵——雁翎队》、歌曲《我
是雄安的一只鸟》、快板《新的时代唱新歌》、西
河大鼓《兜风》、手势舞《颂歌献给新时代 筑梦
奋进新征程》等作品，通过快板、说唱等形式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给群众送去精神食
粮。截至目前，安新县共开展100余场宣讲，用

“大白话”让宣讲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

深化文明实践
培育文明乡风

在“全国文明村镇”的金字招牌下，一幅“景
美、水清、人和”的画卷在端村镇东淀头村徐徐展
开。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成为村民们闲暇娱乐的
首选，东淀头村对村南、村北广场及老街进行硬
化亮化，设置假山、石雕、花箱，展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展板标语，摆放宣传勤俭节约文明风
尚的雕塑，让美景处处显现，文明新风入心。

“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东淀头村始终坚持
立破并举、绵绵用力、下足功夫，推动民风更淳
朴、乡风更文明，让淀中水村成为希望田野：制定
村规民约，切实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引领婚丧
新办新风尚；举办“好婆婆”“好儿媳”评选活动，
弘扬中华民族孝老敬老传统美德，以敬老、亲
邻、爱幼的醇厚民风温暖乡里、凝聚百姓民心。

文明实践春风化雨，文明新风沁润人心。
安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坚持整合资源，注
重培育特色，在组织体系、阵地建设、队伍建
设、工作机制等方面持续用力。如今在安新县，
志愿服务成为凝聚民心的纽带，成风化俗不断
助推乡村振兴，文明实践变得触手可及。

隆冬时节，漫步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
布市兴和县的大街小巷，干净整洁的街道、安
全通畅的交通、文明有礼的市民、温暖人心的
志愿服务，汇聚成这座小城的文明“底色”。
该县近年来着力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为抓手，
以实实在在的举措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让
城市更有温度、更具魅力，群众生活更幸福、
更美好。

完善基础设施
优化生活环境

“小区内坑坑洼洼的路面被修复好了，绿
化带也重新做了修缮，再加上随处可见的公
益广告，现在出门心情都会好很多。”市民刘
先生说，最近老小区换上了“新衣服”，让居民
们的幸福感提升了不少。

去年以来，兴和县以老旧小区改造、背街
小巷改造、棚户区改造为依托，以完善老旧小
区基础设施为切入点，重点改造提升小区建
筑物本体和小区环境，实施雨污分流、墙面粉
刷、绿化补植、管线下地等惠民工程，让老旧

小区“旧貌换新颜”。去年投资3800万元，对马
桥街等10个老旧小区进行提升改造，目前已
累计投入2.6亿元，完成东梁街、兴隆街等24
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为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爬
楼难”的问题，加装电梯工程也摁下“快进
键”。目前，康平小区A、B综合楼共加装3部
电梯已投入使用，聚龙苑小区、幸福小区等小
区加装电梯项目正在紧张进行中。

弘扬志愿精神
传递文明力量

“请大家不要闯红灯，注意安全。”每到上
下班高峰期，兴和县中心城区各十字路口的斑
马线旁，总有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手持小红旗
进行交通劝导，用点滴行动助力城市文明。

近年来，兴和县通过一系列举措，充分调
动广大群众推进文明创建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引导广大市民以主人翁姿态参与文
明创建，为城市文明发展增添不竭动力。

如今，志愿服务理念在兴和县深入人心，
志愿精神随着志愿者的脚步走进更多市民的
心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共

同擦亮文明城市“底色”，让文明之花处处
绽放。

思想引领创建
浇灌幸福之花

文明城市人民建，文明城市为人民。共创
文明城，其根本在于育文明人、铸城市魂。兴
和县在文明创建的过程中，坚持把思想道德
建设放在首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精神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并以医院、商场超
市、银行等窗口阵地为主要对象，对标完善公
益广告、行业规范、投诉处理机制、禁烟标识、

“文明餐桌”提示、无障碍设施、母婴室等要
素，大力整治不文明行为，不断提升优化窗口
服务水平。同时，围绕城市环境、交通秩序、市
民素质、窗口服务等方面补短板、促提升，让
城市净起来、通起来、绿起来、美起来，汇聚创
建文明城市的强大合力，实现从“面子”到“里
子”、从“颜值”到“气质”的蝶变。

文明创建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幸福接力。下
一步，兴和县将继续聚焦短板抓整改、精准发
力求突破，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常态
长效，努力交出更为出彩的创建新答卷。

内蒙古兴和县：
文明花开香满城共创幸福大家园

内文

寒假期间，贵州省黔西市红林彝族苗族乡的家长们把孩子带到村里的“刺绣作坊”里，指点孩子学习传统技艺。图为1月6日，在该乡渔塘村
“刺绣作坊”里，家长在教孩子学习刺绣。 周训超 摄

本报讯（文炼）连日来，四川
省广汉市雒城街道积极探索“一抓
三讲”垃圾分类工作模式，加快形
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有
效构建“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
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格局，
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显著。

科学布局统筹抓。成立雒城
街道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由
街道办主任任组长统筹，有关分
管领导任副组长，各社区负责人
为成员。制发《垃圾分类工作方
案》，建立完善专项工作制度12
个，细化工作措施20余条，层层
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垃圾分类工
作有序推进。

会前动员常态讲。每月通过
党支部会议、组长会议等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工作，动员各片区的基层
治理员、各院落小组长及党员在居
民中进行广泛宣传，使居民的垃
圾分类意识得到显著提升。

走街访院上门讲。联合动员
16个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100
余人，通过黑板报、LED电子显示
屏、宣传栏、宣传横幅标语等多种
形式载体，围绕垃圾分类、可循环
利用科学知识等进行广泛宣传，
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5000余
份，已创建垃圾分类示范社区6
个，补充完善小区垃圾分类设施
200余个，全面提升垃圾分类全
覆盖硬件设施。

线上线下串联讲。充分发挥社区“为村平
台”作用，积极动员15000名居民注册“为村平
台”，引导居民了解垃圾分类知识，并开展垃圾
分类知识测试，进一步加深居民对垃圾分类的
认识。坚持包片责任制，对辖区单位、商家进行
全覆盖线下宣传和督查，推动相关问题整改23
个，问题整改率达100%，有力确保垃圾分类各
项工作责任落实。

近段时间，安徽省濉溪
县临涣镇“沈家大院”茶馆
内，每天都坐满了前来聆听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的村
民。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棒
棒茶，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
欢乐与期待。

宣讲开始之前，村民们
先品尝了一道可口的“开胃
菜”——临涣镇民间艺人、淮
北大鼓传承人李宝聚敲响大
鼓，铿锵有力的鼓点，节奏明
快的大鼓词，一下子把村民
们 的 目 光 拉 到 了 舞 台 的
中央。

大鼓词是由临涣本地民
间艺人创作的，其内容紧紧
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讲述
了新时代十年来的重大成
就，也提及了不少发生在村
民身边的变化，如濉溪古城
建设、浍河开发、文昌宫展馆
提升等。

“乡亲们，我今天来分享
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体会
了。听到讲得好的地方，你们
可得给我鼓鼓掌呀！”当日的
主讲者是60岁的党员志愿
者王士宏，一个微笑，一番介
绍，拉近了这位“草根演说
家”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王士宏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吸引了村民
们的注意力。

王士宏的宣讲时间在20分钟左右，因为
结合了临涣镇实际，引起了群众共鸣，现场不
时传出阵阵掌声。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有了坚强的领
导核心，又有了党的好政策，再加上我们自己
的苦干实干，日子一定能越过越红火。”宣讲结
束时的一番话振奋人心，获得了村民的热烈
反响。

用心聆听的村民还不时举手提问，村民吴
玉霞问：“王老师，我想问一句，咱们老年人的
养老、看病今后应该更有保障了吧？”

“你关心的问题，报告中都写得很明确。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以
后大家这方面有不会办理的，或者有什么不懂
的，尽管到镇上或者去村委会咨询。”王士
宏说。

李宝聚、王士宏都是濉溪县“乡村小喇叭”
理论政策宣讲志愿服务队成员。目前，这支服
务队已有36人，成员包括当地非遗传承人、本
土作家、道德模范等。

“临涣镇有20多家茶馆，我们走进茶馆里
宣讲，就是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王士宏说。

进茶馆，让形式“鲜”起来；形式多，让内容
“活”起来；重互动，让感触“深”起来。临涣镇以
茶馆为载体，依托“乡村小喇叭”理论政策宣讲
志愿服务队，用“乡音”传递“党音”，把“书面
语”变成“家常话”，将党的创新理论本土化、大
众化，让村民听得懂、记得住，让党的二十大精
神落地生根、入脑入心。

临涣古城有着千年历史，当地人饮棒棒茶
的习惯由来已久。王士宏说，“乡村小喇叭”理
论政策宣讲志愿服务队正在策划“移动茶馆”
活动。

“用车辆装上桌椅、带上茶具，把‘简易茶
馆’搬到田间地头，搬进各个村庄，为乡亲们营
造出熟悉的品茶氛围，进而更好地宣讲党的二
十大精神。”王士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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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黄陵矿业二号煤矿
定点帮扶村建庄村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赵鹏 李阳）近日，陕煤集团黄陵
矿业公司二号煤矿定点帮扶村延安市黄陵县
建庄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的苍术喜获丰收，村民
们挖药、装车，一派繁忙景象。

近年来，在二号煤矿的帮助下，建庄村积
极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动苍术特色产业发
展，让村民实现致富无忧。目前，建庄村苍术种
植面积达到2200余亩，村民人均纯收入1.7万
元，全村362户 1269人在实施的产业项目中
受益。

为了改善建庄村的居住环境，二号煤矿出
资80万元为全村建成卫生厕所198个，完善
进村道路和所有巷道的硬化和养护，村庄太阳
能路灯实现全覆盖，为六个自然村组安装监
控、组建专职保洁员队伍，建立环境卫生保洁
管护长效机制，开展“最美庭院”评比等，如今
的建庄村，村民富裕、环境优美、空气清新。

下一步，该矿将持续在乡村振兴工作上下
功夫、出成绩，立足特色，精准发力，把优势资
源转化为更多优势产业，让乡村特色产业不断
向高质高效、绿色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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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游仙区小枧镇
打造健康服务新载体

本报讯（陈钇伉 周钰）为进一步提升全民
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知识，近日，由四川省绵阳
市游仙区小枧镇人民政府支持、小枧镇“枧·爱”
社工站指导、益启行动爱心团承接的小枧镇第
一届公益创投项目健康配送到家“快乐健身·不
健不散”游园活动在小枧镇三星社区举行。

近年来，小枧镇围绕“打造健康服务新载
体”这一目标，通过公益创投项目，以游园会等
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大家参与全民健身
活动，树牢健康生活理念。活动设置了游戏环
节，包括趣味问答、踢毽子、运乒乓球、扔沙包
等，游戏趣味十足，群众踊跃参加，活动中还为
自公益创投项目实施以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的志愿者颁发证书，旨在鼓励更多人加入
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此次游园活动还开展了一些运动项目，
希望通过这些项目让大家舒缓疲劳、放松身
心，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从而在全民健康的道
路上更进一步。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类似
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全民健身。”小枧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