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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陵市郊区老洲镇：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促振兴
甘霸娟

让文明新风融入农村生产生活
——宁夏灵武市持续深入推动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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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是乡风文明的重要实现方式，也
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宁夏回族
自治区灵武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依
托，通过红白理事会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倡
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勤俭节约的
文明新风尚，让文明新风融入农村生产生活各
方面，传播“崇德向善 兴业宜居”的和美乡风。

今年，崇兴镇利用崇兴集市以及进村入户
向全镇人民发出了开展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
风的倡议书1930份，问卷调查870张，发放移
风易俗宣传海报400余份，借助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建设，开展移风易俗志愿服务活动45
次。崇兴镇将持续深入推动移风易俗，打造“崇
兴大寨子”文化品牌深化文明实践，以“学有榜
样、行有楷模、赶有目标”为导向，发挥典型引
领作用，全面形成工作合力，努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推进文明崇兴、和
谐崇兴建设。

此外，郝家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还采用
“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方式加大移风易俗宣
传力度。据了解，郝家桥镇通过线上借助党员联
系群、村队群等微信群开展正面引导，宣传时代

楷模、道德模范、文明礼仪、政策法规等内容，线
下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作用，动员辖区
内党员群众、在读大学生、乡贤能人等力量约
300人组成21支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开展移
风易俗宣传等活动共计63次。同时，安排辖区
内21个村充分利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清明祭
扫服务通知摘要》《全市文明祭扫倡议书》《移风
易俗倡议书》等音频，提倡村民喜事新办、丧事
简办、文明祭祀，倡树文明节约、崇尚科学、反对
迷信的文明新风，传播社会正能量。

今年以来，灵武市开展《纪念毛泽东等老

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 60周年集中展
示》《“巾帼心向党 奋进新征程”灵武市“最美”
系列揭晓倡树移风易俗暨广场舞大赛》《村规
民约大讲堂》等移风易俗活动325次，通过各
级各类媒体平台发布移风易俗宣传信息20余
条，录制微视频、漫画、短剧等2期，举办移风
易俗演出31次，发放移风易俗年画、海报等宣
传品3.2万件。通过“移风易俗结对共建”、打造
移风易俗宣传长廊、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等
多种形式，摈弃不良风俗，让群众成为抵制高
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的传播者。

四川广元市利州区：
吾同与·银晖议事团
议出基层治理新气象

本报讯（姜晓清）近日，在四川省广元市利
州区东坝街道新民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体的二
楼，一群老人围坐在一起，以“我为城乡基层治
理出份力”为主题，开展了本月首场“吾同与·
银晖议事团”活动。“这是我们以吾同与·银晖
议事团为载体，激活银发正能量，破解城乡基
层治理难题的有效探索。目前看来，群众反响
很好，离退休干部党建同社区党建取得了互融
共治的良好效果。”新民社区书记陈波自豪
地说。

新民社区老龄化突出、老旧小区多，治理
任务繁重。基于此，社区内生活的离退休干部
们便自发成立银晖志愿服务队，与社区一起，
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方式。今年初，社区党委
牵头成立了银晖功能型党支部，并将支部书记
充实到社区党委班子中，以便让老同志更好地
参与社区事务。并将银晖先锋志愿服务队按需
重组为物业管理、帮扶救助、邻里纠纷等5类
银晖议事队，推行“组团式议事、菜单式服务”。

据了解，新民社区聚力建设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建立了

“1个功能型党支部+5类银晖议事队+N个银
晖工作站”银晖议事团工作体系，已形成较为
完善的“任职双交叉、项目双认领、成效双反
馈、服务双保障”的工作机制。

“我们将在条件成熟的社区，全面推出吾
同与·银晖议事团模式，聚焦中心大局，充分把
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转化
为治理优势、发展优势。”利州区委组织部副部
长、区委老干部局局长敬正攀说。

培育文明乡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安徽省铜
陵市郊区老洲镇以移风易俗示范点建设为
抓手，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依托，着
眼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
化俗，传播新思想入脑入心，推动文明新风
尚落地生根。

突出移风易俗示范点建设。将移风易俗
与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重点打造移
风易俗文明示范点，通过一道道文化墙、一
幅幅农民画、一块块牌匾挖掘根植群众思想
深处的传统美德文化。广泛开展“星级文明
户”“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等文明评
选活动，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内涵，使之成为

“文明一条街”发展的新亮点。通过示范点深
化教育引领，扭转攀比斗富风气；成立“余庆
堂”，做好饮食勤俭文章；通过建立红白事理
事会，管出文明办事新风尚；发布“道德红黑

榜”，表彰和传播正能量；制定村规民约，建
立破除婚丧陋习长效机制……老洲镇围绕阵
地制度、宣传氛围、活动开展、示范引领等方
面发力，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引领乡风文明建设。

丰富移风易俗活动内涵。老洲镇主要从
阵地建设、宣传引领、规约制度、活动开展等
四个方面分类推进，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把党的政策、科学技术、先进文
化、医疗卫生进村居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融入移风易俗宣传中，
不断丰富活动内涵。组织志愿者开展“文明
祭扫”“文明餐桌”“爱卫运动”等志愿服务
活动。通过红白理事会，与辖区饭店进行沟
通，从源头上制止铺张浪费行为，摈弃旧的
不良习俗，弘扬新的文明风尚。

形成移风易俗工作机制。农村红白事旧
习俗形成已久、根深蒂固，彻底扭转和破除需

要一定的时间。为此，老洲镇成立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等，制定移风易俗村规民约、
移风易俗文明户评选方案等，明确杜绝不良
之风，制止铺张浪费，通过移风易俗宣传倡
议，党员干部带头与村民签订移风易俗承诺
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强化申报、审核、检查
等各项机制，形成党委主抓、纪委推动、党员
带头、群众支持的移风易俗工作机制。

强化移风易俗宣传工作。如今，走进老洲
镇，处处都在宣传移风易俗，19个村“一约四
会”规章制度一目了然，分工明确，老干部、老
党员、村民代表都积极参与进来，做好移风易
俗宣传工作。示范村利用移风易俗文化长廊展
示文明礼仪，让老百姓在榜样事迹中受到启
发，学有榜样、做有标准。“婚事新办、丧事俭
办”成为一种新时尚，农村居民文明素质和农
村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移风易俗理念正在
被广大农民普遍接受，文明新风渐入人心。

近年来，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成立“幸福
寿阳·银辉闪亮”志愿服务队伍，组织引导全
县离退休干部围绕美化家园、敬老助残、法
律服务、科学普及、文艺宣传、矛盾调解、政
策宣传、体育健身、弘扬家风、关爱未成年人
等10个方面开展志愿服务，共同为寿阳建设
添彩助力。

以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为“点”，建好老同
志“家门口”的志愿服务平台。推行“党支部+
志愿服务”模式，依托离退休人员党支部成
立志愿服务队，为每个志愿服务队“量身定
做”1-2个服务项目。28个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组建28支老干部志愿服务队，积极组织
120余名老同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
席国珍、王森玉、冀成源、李恒淳常态化深入
学校、社区、村小组宣讲红色故事、党的最新
理论；南港社区退休干部冀占鳌虽已年过七

旬，但义务在小区种植花卉200余株，用实际
行动美化家园环境；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
人郭唐珍一直心系公益事业，关注困难群
体，助力脱贫攻坚，累计奉献爱心10万余元。

以“银辉闪亮”为“面”，健全规章制度
确保长效机制。制定《寿阳县委老干部局组
建老干部志愿队伍实施方案》，充分发挥

“幸福寿阳·银辉闪亮”志愿服务队的辐射
带动作用，建立“社区（乡镇）+老干部志愿
者”双向服务工作制度，以“党建+志愿服
务”模式创新支部活动，完善老干部参与志
愿服务的相关制度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
完善志愿服务功能，不断提升精准化服务
管理水平，切实提高志愿者参与积极性，提
升志愿服务效果，增强支部凝聚力、向心力
和内生动力。

以“银发人才库”为“线”，打造专业化的

志愿服务队伍。按照“专业人干专业事”的思
路，把各个行业、不同领域具备专业特长的
银发资源凝聚起来，建立“银发人才库”，培
养一支政治觉悟高、专业素质强的离退休干
部队伍，充分发挥“银发人才”领头作用，让
他们成为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初步形成老
干部局搭台、老党员带头、老干部出力、社区
（乡镇）群众受益的良好局面。寿阳县妇联原
主席姜联云为妇女、儿童、农民等群体提供
法律援助服务，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无偿代理案件100余件；尹灵芝镇退休干
部杜寿祥从退休到现在共受理民事调解案
例157起，成功调解157起，成功率100%，协
议履行率100%，成功调解20年以上疑难积
案20起，有效化解了村民之间、干群之间、集
体与个人之间等各类矛盾，为基层稳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夏”时节，在山东省枣庄市，夏粮收购正有序展开。枣庄市设立了由市纪委监委牵头多部门联动的监督机制，把“关口”前移，现场监
督，压紧压实粮食收购企业的主体责任，筑牢粮食收储“安全线”。图为6月15日，在山东国新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由枣庄市纪委监委牵头
的监督人员在收粮现场进行监督检查。 孙中喆殷齐逊 摄

山西寿阳县：

“点线面”结合打造“银辉闪亮”志愿服务队
思瑜

贵州锦屏县“四步走”
抓实法治警示教育

本报讯（龙守相石福涛）近段时间以来，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采取“四步
走”的方法，抓实《以案释法 警钟长鸣——黔
东南州法治警示教育专题片》播放宣传，不断
提升广大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

“起步走”高位推进。紧扣黔东南州法治警
示教育专题片播放目标任务，结合锦屏实际印
发了工作提示，成立法治警示教育专题片播放
工作专班，制定了各乡镇、县政法各单位播放
时间表，明确专人一日一调度，压紧压实责任，
有序推进播放，实现各乡镇和县政法各单位播
放全覆盖。

“齐步走”狠抓学习。以《以案释法 警钟长
鸣——黔东南州法治警示教育专题片》为载
体，各乡镇、县政法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通过
集体观看学习典型案例，结合学习党章党规党
纪，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省、州纪委全
会精神，夯实思想根基，筑牢思想防线，坚决守
住“不出事”的底线。

“领步走”抓关键点。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坚持以上率下，自觉带头观看
黔东南州法治警示教育专题片，积极发挥“头
雁”作用。同时，由各乡镇结合工作实际，制定
每周播放计划清单上报法治教育普及行动专
班，专班对照周播放清单挂牌作战调度，高起
点高标准有序推进法治警示教育专题片播放，
实现全面铺开、点面开花。

“正步走”强化督查。县委政法委成立四个
督查组深入15个乡镇，对各乡镇落实和美城
乡法治教育普及行动、黔东南州法治警示教育
专题片播放等情况进行督查，对发现推动不
力，工作不实，敷衍了事的，追究其相关单位责
任。针对存在问题深入剖析根源，列出整改清
单、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要求，逐项整改销
号，以强有力的纪律保障法治警示教育专题宣
传落地，助推和美城乡法治教育普及行动取得
实实在在成效。截至目前，锦屏县115个行政
村（含社区）和5家县政法单位开展播放，专题
片播放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行如微尘 大爱无疆
——记“2022通州榜样”第三季度
榜样人物王淑玲
于平平

● 人物名片：
王淑玲，女，1954 年2月生，北京市通州区

永乐店镇南堤寺村村民，荣膺“2022通州榜样”
第三季度榜样人物。

她不离不弃抚养失去双亲的侄女长大成
人、出钱出力照顾孤苦伶仃的小叔子的故事，
成为村里的一段佳话。她用真情付出和长久
坚持、用自己的善行诠释了“孝老爱亲”的人
间大爱。

近日，首都文明委公布2023年第二季度
首都地区拟推荐12位“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名
单。来自北京市通州区的王淑玲因多年义务抚
养照顾两位无血缘关系家人的感人善举而光
荣上榜。

侄女父母双亡
担起监护人职责

26年前，王淑玲丈夫的二弟夫妇意外双
亡，留下6岁的女儿孤苦无依。起初，孩子跟着
爷爷奶奶生活；后来，因老人年龄大了，又没有
经济来源，为了让侄女得到更好的照顾，经过
全家商量后，王淑玲便将侄女接到自己家中照
顾，共同生活。

王淑玲对待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侄女，就像
亲女儿一样疼爱呵护。邻居关切地问王淑玲：

“你家条件本就不富裕，你把小侄女接过来抚
养，日子不就更紧张了吗？”王淑玲坦然地说：

“孩子这么小就没了爹妈，实在可怜，我不管谁
管。我省吃俭用也得供她读书，把她抚养大！”

一句承诺，便开始了一生操劳。

视如己出
照顾侄女长大成人

一次，侄女高烧不退，王淑玲背着她到医
院看病，跑前跑后一整天也没顾上吃一口饭。
回到家中，王淑玲拖着疲倦的身体，立即进厨
房煮了一碗侄女最爱吃的热汤面，端着面碗坐
床前对侄女说道：“丫头，娘给你煮了汤面，趁
热吃了。吃完面发了汗烧就退了！”一连三天，
在王淑玲的悉心照料下，侄女终于恢复了健
康，一直等侄女回到学校上课了，王淑玲才踏
实地回到地里继续干农活。

王淑玲觉得失去父母的孩子最可怜，她
就加倍疼爱侄女，好到自己的亲生孩子都有
些吃醋。从小学到初中再到中专，侄女成长
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她都参与其中。每次学
校开家长会，虽然地里农活多，但是王淑玲
担心侄女看到同学们都有父母来参加家长
会时心里难受，每次都准时到学校。侄女上
中专后，离家远了，王淑玲常常坐2个多小时
公交车来到学校看望她，默默给予侄女“母
爱”的力量。

春夏秋冬，一晃26年过去了，王淑玲用跨
越血缘关系的“母爱”将侄女抚养长大，直至她
参加工作。

长嫂如母
照顾孤苦伶仃的小叔子

王淑玲的小叔子患有先天语言障碍，口齿
不清、交流困难，一直孤身一人，无儿无女。16
年前，王淑玲见孤身一人的小叔子年龄越来越
大，每天干活回家也吃不上一口热饭，她想着
无非就是餐桌上多添一副碗筷的事儿，便让小
叔子每日三餐来家里吃饭。

因小叔子口齿不清、与人交流困难，王淑
玲定期为他购买衣服鞋帽，还为他添置家里所
需的电器等。每逢换季或是见小叔子的被褥脏
了，王淑玲都会把被褥拿回自家拆洗晾晒。如
今上了年纪眼睛花了，她便戴上老花镜趴坐在
炕上一针一线重新缝制被褥。这些年来，有了
王淑玲的照顾，小叔子衣着干干净净、家里整
整齐齐，日子越来越温暖、舒心。

2018年冬季的一天，小叔子得了急性肠
炎，需要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王淑玲让丈夫和
儿子一连几天轮班陪护照料；出院回家后，为
帮助小叔子早日康复，王淑玲每天做清淡的饭
菜，提醒他按时吃药。在王淑玲一家的精心照
顾下，小叔子很快恢复了健康。

多年来，王淑玲悉心照顾患有语言障碍的
小叔子，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长嫂如
母”，用爱心和奉献默默守护着这个家。

纵然生活艰辛，王淑玲脸上却总是带着温
暖的笑意。一家八口人在她的照顾下，生活其
乐融融、温暖和睦。

行如微尘，大爱无疆。王淑玲用柔肩撑起
这个大家庭，用跨越血缘的爱与无私带给全家
人希望与力量，在平凡的生活中演绎着点点滴
滴的亲情故事，也树立了孝老爱亲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