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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各地一直在积极探索非遗和旅
游融合路径，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旅游新业态
和多样化发展模式，让“非遗+旅游”释放更
多活力。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地方的
具体实践，在非遗和旅游的双向奔赴中，它
们擦出了什么样的火花？ （A3版）

非遗牵手旅游，
中国气韵浸润快乐旅途

本期
导读

时下，迈步在甘肃省华亭市的街头巷尾，
一幅幅文明新图景随处可见。在小区，“推窗
见绿”“出门见景”；在街头，车让人先走，礼让
斑马线；在困难群众家，志愿者热心帮扶，传
递爱与希望；在餐馆，适量点餐、文明用餐正
成为“新食尚”…… （B2版）

甘肃华亭市：“诗与远方”的故事
在这里越来越精彩

雷锋精神，一座永不褪色的丰碑

值班编委 胡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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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教鞭传希望

弓志青的老家在宁武县圪廖乡。小时候
虽然家庭贫困，但父母重教育，坚持让弓志青
读书。课堂上，知识渊博的老师让他对教师这
个职业充满了敬佩之情。

1985 年，弓志青高中毕业后成为宁武
县涔山联校的一名民办教师。“涔山乡距离
圪廖乡50多公里，父亲给我装了十几个馒
头，塞了些钱，我背着高中住校时用的被褥
就去了学校。”弓志青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去
涔山联校的情景，“那时候都是土路，很难
走，我先是坐公交车到东寨镇，然后又花5
块钱租了一辆农用三轮车，用了大半天才
到学校。”

初到涔山联校，学校的办学条件让弓志
青心里一凉。学校在一处废旧工厂里，没有一
张像样的课桌、办公桌；教师宿舍只有一个铁
炉子，需要自己烧柴取暖；乡里供电有限，经
常晚上停电……

但让弓志青感到开心的是，教师很热心，
学生很用功。“那时候，学校学生很少，只有

26名。”在涔山联校，弓志青承担六年级和八
年级的英语教学任务。由于缺乏教学经验，弓
志青付出百倍努力吃透教材、备课、反复练习
说课。“当时我们只有课本和教师用书，教学
方法也极为简单，对于学生的要求也不高。针
对六年级学生，主要教他们认识字母，八年级
学生则侧重教语法、句型。”弓志青在教学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方法。

一片爱心助成长

2014年8月，弓志青调到宁武县薛家洼
完全小学担任校长。

“学校只有十几名学生，家庭条件都不
好。”弓志青刚到薛家洼完全小学做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摸底学生情况。

同年9月，弓志青迎来了一年级新生。其
中，6岁的小贾引起了他的注意。“我翻看学
生档案时了解到小贾的父母离异，父亲外出
打工，日常由患有哮喘病的奶奶照料。”弓志
青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担心小贾会因此辍
学。于是，弓志青每个月拿出工资的一部分给
小贾的奶奶作为生活补助，坚持每天接送小
贾上下学。不仅如此，他还手把手地教小贾写
字。周末，弓志青就将小贾带回县城家中，给
他洗衣服，为他做可口的饭菜。

在弓志青的关心下，小贾不仅学习成
绩优异，还乐于助人、热爱集体。“现在他已
经上初中了，时常给我打电话聊学习和生
活情况。”提起小贾，弓志青的言语中满是
欣慰。

在弓志青的教学生涯中，他帮助过的留
守儿童还有很多。对于留守儿童，他努力做到
多谈心、多帮助、多鼓励，并尽力寻找和捕捉
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趁势表扬，促其发光。他还
联系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给留守儿童捐款捐
物。在他耐心细致的教育和无私的帮助下，大
多数留守儿童顺利完成学业并走上了理想的
工作岗位。

“看着孩子们有书读，有学上，看着孩子
们有变化、有成长，我非常激动。”弓志青说，
这让他也感受到了做一名教师的快乐。

（下转A2版）

目前正值川东农村春耕备耕大忙
时节，但由于少雨春旱，导致四川省华
蓥山区不少农田因缺水无法翻耕整理。
国家电网华蓥市供电公司得知消息后，
为不误农时，及时组织党员志愿者巡回
到农村为缺水农户供电送水，确保春耕
生产顺利进行。

邱海鹰刘向阳 摄

安徽省持续开展
“守法礼让、文明出行”
专项行动

本报讯（安文）近日，安徽省委宣传部、
省委网信办、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交通运
输厅下发通知，决定在2022年行动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开展“守法礼让、文明出行”专项
行动。本次行动以推动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模
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导向，重点整治非机动
车和行人闯红灯、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驾
乘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行人乱
穿马路、酒驾醉驾等行为，引导机动车、非机
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守法
出行。

改善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开展城市道路交
通设施大排查，持续推进交通信号设施规范化
建设。规范改善新建、改扩建道路周边宣传栏、
提示牌等宣传基础设施，为引导市民文明出行
提供良好交通环境。

严格执法强化违法震慑。定期组织开展违
法专项整治行动，结合“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
动和《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规定，加强
对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头盔，驾乘汽车不
使用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纠和劝导，推
动提升安全头盔、安全带使用率。

聚焦农村提升安全意识。以城乡接合
部、农村地区为重点，着力整治“两违”、酒驾
醉驾、不按信号灯通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等
违法行为。深入开展“美丽乡村行”等交通安
全“进村入户”宣传活动，充分运用“大喇叭”

“墙体字”“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村组微信群
等载体加大宣传提示力度。推动将交通安全
纳入村规民约，创新农村交通安全文明共治
模式。

突出重点加强示范引领。组织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践行，组织公交车、出租
车驾驶人开展“文明交通我先行”活动，组织快
递外卖行业开展“我是文明交通使者”活动。建
立“红黑榜”制度，压实各单位责任。

健全机制推动协同共治。组织志愿者常
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时代楷模、道
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示
范带动广大市民自觉做到文明出行。推动交
通安全法治教育纳入学校教学内容，深入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开学第一课”“进校园”等
活动。

广泛宣传营造整治氛围。组织新闻媒体
继续开设“守法礼让、文明出行”等专题专栏，
普及法律法规，曝光交通陋习，新媒体平台形
成交通文明传播矩阵。依托各类固定阵地、移
动载体广泛刊播展示文明交通主题公益广
告。协同推动“珍爱生命、拒绝酒驾”普法宣传
活动，定期组织文明交通宣传进社区、进村
镇、进企业、进工地、进学校，培育群众的安全
文明意识。

留得芬芳满山香
——记“中国好人”弓志青

本报记者 李林晅

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从毛头小伙到

鬓角斑白，今年54岁的弓志青是山西省忻州

市宁武县二马营完全小学校长。1985年参加

工作，先后在宁武县涔山联校、宁武县怀道完

全小学、宁武县薛家洼完全小学、宁武县二马

营完全小学任教。30 余年来，他始终将满腔

热情投入到钟爱的教育事业，并荣获“中国好

人”“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

近日，当记者问弓志青成为一名优秀教

师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时，他饱含深情地说：

“那肯定是对工作的无限热爱。”

一名22岁解放军战士的故事，为何被传颂
了大半个世纪？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为何总让亿万颗
心同频共振？

在第60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重温他
的事迹，我们依然能获得人生的启迪，汲取奋
进的力量。

“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
神永不过时。”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深刻把握雷锋精神
的时代内涵，更好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
作用，加强志愿服务保障和支持，不断发展
壮大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让学雷锋在人民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让学雷锋活
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神在新时
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聚强大力量。

党和人民的深情缅怀，高扬崇德
向善的永恒旗帜

初春时节，辽宁抚顺，浑河南岸，苍松翠柏
间，雷锋纪念馆庄严肃穆。

4年多以前，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专
程来到这里参观，在雷锋的手迹、遗物、照片等
展品前不时驻足观看，话语之中饱含深情。

“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这和我们党
‘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勤务员’是一脉相承
的。我们要见贤思齐，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
下去。”

薪火传承、生生不息。时间拨回到 60年
前，1963年3月，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
学习”发表。从此，这个响亮的名字印刻人心，
他的故事传遍神州大地。

雷锋在湖南长沙的故居，依然保存着泥
墙草舍的风貌。1940年出生的雷锋，年仅7岁
就成了孤儿。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党的关怀下
走进明亮的课堂，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入伍
后，他在部队的大熔炉中百炼成钢，树立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向上的力量，源自祖国；火红的初心，注满
感恩。至今仍被广为传诵的《雷锋日记》，诉说
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远大理想，跃动着蓬勃
不息的时代脉搏——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
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
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
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
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凡常中铸就的伟大，激励人们更加自觉投
身社会主义建设；信仰所散发的光热，感召一
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

有人落水，他跳进湖中；隧道塌方，他舍己
救人。义务赡养孤寡老人，好似亲生儿女。这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雷锋”朱伯儒；

面对数千户居民水电维修和房屋养护需
求，他“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一干就是几
十年。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上海弄堂中的“活雷
锋”徐虎；

送医送药、倾情奉献，把雷锋精神传播到
天山南北，架起党同边疆群众“连心桥”。这是
扎根新疆的好军医、有“当代雷锋”之称的庄
仕华……

从号召各地兴起以“学雷锋，送温暖”为
主题的关爱活动，到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
化”，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将弘扬雷锋
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引领越来越多的人追寻雷锋的脚步，感动
身边的你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弘
扬雷锋精神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论述。

雷锋精神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
中，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成
为构筑中国精神、提升文化自信、强健民族气
魄的丰厚滋养，在新时代绽放出成风化人的
璀璨光芒。

河南兰考，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地标。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对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具体
指导。

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
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
宝贵精神财富，是一个永恒的定格。焦裕禄精
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红旗
渠精神等都是共存的。”

跨越雄关漫道，一路跋山涉水，一代代英
雄模范的奋斗牺牲凝结为伟大建党精神，挺立
起共和国的脊梁。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超1.15
亿中国人通过网络投票，选出了278名“最美
奋斗者”。雷锋名列其中。

这是党和人民的深情缅怀，高扬崇德向善
的永恒旗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
范、身体力行，引领全社会形成尊崇英模、学习
英模、礼遇英模的浓厚氛围——

到地方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常常专程
瞻仰红色圣地，向全社会发出弘扬英模精神的
号召；

在重要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英
雄模范颁授勋章奖章，推动形成见贤思齐的良
好风尚；

无论是登门拜访还是致信问候，无论是亲
切握手还是躬身让座，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

怀，照亮了凡人微光，弘扬了核心价值，温暖了
中华大地。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体现。”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
……
谆谆嘱托激起广泛共鸣，为新时代新征程

凝心聚力。

共产党人的炽热情怀，铸就中华
民族的精神丰碑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会，一个镜头温暖人心：

被称为“当代雷锋”的郭明义全程搀扶着
耄耋之年的屠呦呦上台接受表彰，自然流露的
纯善无声传递着直抵心间的正能量。

几十年来，郭明义只认“助人为乐、奉献社
会”这条死理儿，即使一度不被他人理解，却依
然故我地学雷锋、做好事。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
子做好事。”听着雷锋故事长大的郭明义，最终
成为了千万人心中的活雷锋。

心存善念相互搀扶、互相激励，人人都可
以做雷锋。如今，郭明义的故事，被“郭明义爱
心团队”的队员传得更远。

2014年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郭
明义爱心团队”的回信中，鼓励团队成员们

“积极向上向善，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
感受善的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
锋故事”。

走过一个甲子，为什么总有世人感叹“雷锋
还活着”？为什么总有后人痴心仰望、执着追随？

有的人，从《雷锋日记》中寻找答案——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