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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致命打击不改绿化荒山
初心

从1985年到1995年，易厚掌与家人耗尽十年
心血，历尽千辛万苦，栽植的林木从幼苗长成大树，
经济价值超过300万元。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6
年1月2日，一场无情的山火把2000多亩山林化为
灰烬。看着漫山遍野的焦木，这个从不落泪的中年汉
子当场哭晕了过去。

祸不单行。不久，易厚掌的母亲由于经受不住这
场打击，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就在母亲去世的第四
天，易厚掌的妻子在上山补苗时也倒下了，再也没有
醒来，离世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树苗。面对一次又
一次的致命打击，一道人生选择题摆在了易厚掌的
面前，是重振旗鼓还是偃旗息鼓？是再次上山还是另
寻他路？然而，每当打开那份50年期的承包合同，易
厚掌都会掂量到一诺千金的分量；每当想到为了实
现绿色梦想献出了两位亲人的生命，他的心中便升
腾起浴火重生的力量；每当得到党和政府的慰问、鼓
励、支持，他就被赋予了二次创业的胆量。

好在儿女们了解父亲的秉性，也尊重父亲的选择，
在一次家庭会议后，焦黑的山上又出现了易厚掌和儿
女们的身影。又是几度春夏秋冬，又是几番风霜雪雨，
在乡亲们的支持下，焦黑的山头重新披上了绿装。易厚
掌来到母亲和妻子的坟前大哭一场，有对亲人的愧疚，
更有对亲人的告慰。

自己承包的山头绿了，但邻近一座属于国有林
场的山头还是光秃秃的。县林业局找到易厚掌，请
他绿化这座荒山，他爽快地答应了。他说：“从我
1985年上山栽树，五座光秃秃的荒山已经绿化了
四座，只要这座600多亩荒山绿化了，西塔山就全
部变绿了。”

这块硬骨头又被他啃下了。西塔山五个光秃秃
的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装，易厚掌也被大家亲切地称
为“当代愚公”。

半生造绿护绿再谱以绿养绿
新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十年来，易厚掌对
绿化荒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思路一换天地宽，除了
补绿护绿，他又见缝插针种了700多亩茶叶树、油茶
树，并在林地间套种芝麻、花生、中草药等。人手不够
时，他就把周边的村民请上山帮忙，并支付他们比其
他地方都高的工钱。如今，茶园及其他作物种植均见
成效，每年仅支付村民的季节性劳务费就超过20万
元。易厚掌将大部分收益都投入补绿护绿，还自掏腰
包在林地中间和边界修建了三纵两横总长近六公里
的防火通道，大大提高了森林消防的安全性。

儿子易成兵是易厚掌一路走来最有力的支撑。
当年，村上的年轻人纷纷外出创业就业，他的一声召
唤，让当时年收入十几万的儿子变成同路人。父子同
心，其利断金。易成兵经常到一些林业科研机构和大
型科研农场取经，学习科学造林的经验，并请来林业
专家进行现场指导，调整树种结构，淘汰退化树种，
实行立体开发，为山林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两年前，易厚掌支持儿子挑头成立林业合作
社，为村民在油茶树苗供应、指导栽植等方面提供
全方位服务，带动近百户村民变青山为金山。为了
召唤更多人加入造绿护绿的行列，他开辟出200多
亩“好人林”基地，供志愿者栽树，弘扬志愿精神。他
还加入了含山县“吴楚好人志愿者协会”，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

作出一个承诺并不难，坚持38年却不简单。大山
没有忘记易厚掌，圆了他的绿色梦想；党和人民没有
忘记易厚掌，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

“安徽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更让易厚掌开心的是，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也

被评上了省级劳动模范。他对儿子说：“要对得起那
份初心，对得起那份承诺。活着时，荒山不绿誓不休；
不在了，留得青山与后人。”

（上接A1版）
从“神经末梢上”入手，在“麻绳最细

处”攻坚。攀枝花围绕群众关心的城市文
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突
出重点和短板，强力推进“六大专项治
理”，对薄弱环节、薄弱部位、薄弱项目，列
清单、上台账，定责任、压担子，挂图作战，
逐项逐条落实巩固提升、整改落实目标要
求和完成时限，先后整治基础设施、交通
秩序、市容市貌、公益广告、不文明行为等
方面的问题 15.6 万件。新建缘石坡道 810
个，施划各类停车泊位1.5万余个，处罚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5万余起，冲洗垃圾收集
站点、垃圾桶9.5万余个（次），治理卫生间
445 座，清理城市“牛皮癣”13万处（次）；
组织运营商套捆飞线 1.1 万处，剪除废线
3316处，修缮改造农贸市场31个，规范占
道经营和流动摊点4700余个。

民生实事一头聚焦百姓急难愁盼，一
头连着城市发展。把“民生幸福”转化为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责任清单”，剜除城市

“痛点”的攀枝花，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居民
“安居”更“乐居”，一项项“民生愿景”变为
了一处处“幸福实景”。

凝心聚力的“精神共富”

走进攀枝花东区各村社，家家户户房前屋
后的小花园干净雅致，“传家风、立家规、执家
规”等手绘宣传画美观大方，孩子们在健身小广
场上快乐玩耍，一幅美丽乡村图景展现眼前。

“村街变化大，村民的精神面貌变化更
大。现在村里没有人乱扔垃圾，人人都是卫
生监督员。”东区银江镇阿署达村村民杨红
说。阿署达村展示的正是全市上下以文明铸
就城市灵魂的生动实践，是120万攀枝花百
姓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精神风貌。

要创文明城，先育文明人。在推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的过程中，攀枝花始终把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进关键点，把群众
参与作为发力点，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
践、文明创建，深入实施精神共富工程，为推
进高质量发展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奋进力量。

攀枝花广泛开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宣讲，用
坝坝会、小板凳宣讲会等方式，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出台《攀枝花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强化“和美攀枝花”建设，弘扬

“攀登、创新、阳光、包容”的新时代攀枝花精

神。以“我们的节日”“强国复兴有我”等系列活
动为载体、全覆盖宣传为抓手，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使命担当。持续开展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典型选树活动，营造向上向善的浓
厚氛围，2021年以来共评选出“攀枝花好人”
110人，入选“四川好人”14人、“中国好人”3
人，推选出四川省道德模范3人。推出“践行文
明 温暖花城”系列暖心报道，以正能量在潜移
默化中培树文明之风。倾力打造移风易俗“文
明龙门阵”宣讲活动品牌，大力倡导厚养薄葬、
云祭奠等文明祭祀新风。实施“攀谈有理·富思
想”“德耀花城·富品德”“文润花城·富文化”

“攀攀有礼·富新风”“花城有爱·富和谐”五大
文明实践项目，全覆盖建成390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创新建设广场、街道、景点、
企业等新时代文明实践点47个，以常态长效
的文明实践滋养文明新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场事关城市发展
和民生幸福的生动实践，在这场文明长跑中，
攀枝花坚持以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丰富文明内涵，拓展文
明外延，扮靓城市“面子”，做实幸福“里子”，
一幅载满人民群众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民生画卷，正在攀枝花徐徐展开。

文明之风润泽阳光花城文明之风润泽阳光花城

荒山不绿誓不休

荐好书品书香
——四川宣汉县开展“又荐好书”活动

◎ 漆楚良宋小波

近日，四川达州市宣汉县“又荐好书”活动
在中宣部、农业农村部组织的2023“新时代乡
村阅读季”活动中获评全国示范活动。

“又荐好书”活动突出引领、多样、推介、融
合四大特性，精心创作了“又荐好书”系列阅读
视频，擦亮了“书香宣汉·悦读四季”品牌，形成
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新风尚。

突出示范选好荐书“主角”

近年来，宣汉县精心挑选阅读量丰富、语
言表达能力强、社会影响力大的人才进入储
备荐书人才库，来自县融媒体中心的向萌等
10人被授予“宣汉好书推荐大使”称号，开展
阅读推广、读书沙龙、好书推荐等活动，示范
带动全民阅读。向萌是第三期“又荐好书”短
视频的荐书“主角”，通过视频向萌推荐了《康
震古诗词81课》。

目前，通过荐书“主角”示范带动，宣汉涌
现出一大批阅读爱好者。其中，向萌被评为四
川省全民阅读金牌推广人。

突出多样确定荐书“主题”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极具价值的书——
《中国共产党简史》。”“又荐好书”第一期短视
频里，宣汉县红三十三军纪念馆讲解员刘祝娇
推荐《中国共产党简史》这部主题读物，让党的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宣汉县精心确定荐书主题，在
342个农家书屋、48个阅报亭中建立好书推荐
库，收录涵盖文学、历史、传统文化等多个领域
的书目20多种，结合县委联系服务群众“三个
一”工作机制，通过“我有好消息告诉你”院坝
会推荐，形成全民参与、全民支持、全民受益的

“悦读”新风尚。
“我们通过干部群众点单等形式，积极推

荐实用读物。如今，农家书屋借阅人数成倍增
长，群众从书中‘淘’到实用技术。”宣汉县委宣
传部机关党委书记覃睿说。

突出推介精选荐书“主场”

“又荐好书”第六期短视频中，荐书“主角”
冯苗苗巧借全国首个巴文化主题博物馆——
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大力推荐《中华文化海外
传播简史》，用景烘托，让人身临其境，引发阅
读共鸣。

宣汉县坚持“一人一书一景”原则，精心选
择拍摄“主场”，先后选取月亮坪森林康养旅游
度假区、巴山大峡谷景区等十余处具有鲜明宣
汉特色的景点和地标，提升画面感染力。

“通过‘又荐好书’，巴山大峡谷景区、月亮
坪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等地知名度、美誉度持
续攀升。”宣汉县文旅局局长吴熠说。

突出融合唱响荐书“主调”

“我在网络上看了第十期‘又荐好书’视频，
主人公桑桑的故事感动了我，也激发了我的阅
读兴趣。”宣汉县百节溪小学学生李玟萱说。

宣汉县线上线下联动，加强融合，全方位、
多角度推介“又荐好书”视频，让“小视频”释放

“大能量”，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营造浓厚
的全民阅读氛围。

除此以外，宣汉县还充分运用图书馆、农
家书屋等文化阵地和中小学升旗仪式大力开
展优秀读物推荐活动。

“我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出了大批有
思想、有品格、有温度的精品力作，为党的政策
提供了传播载体、为人民的声音提供了传播渠
道。”宣汉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郑战军说。

目前，宣汉县借助新媒体推出“又荐好书”
视频10期，平均点击量超2万次。

第78届联合国大会22日协商一致通过决
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获
得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
热烈欢迎和踊跃支持。

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把春节作为法定节
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
春节。春节何以获列联合国假日？成为联合国假
日意味着什么？春节又拥有着怎样的世界魅力？

联合国假日有何讲究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假日分为两种：官方
假日和“浮动假日”。逢官方假日，联合国总部
不办公，除保安人员等少数必须坚守岗位的工
作人员外，其他人均不上班。“浮动假日”是为
特定人群设立的额外福利，工作人员可以根据
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选择特定“浮动假
日”调休。联合国“浮动假日”原则上不安排重
要活动，但安理会等特定部门因工作需要，有
时也会在这类假日安排会议。

以2023年为例，联合国共有9个官方假
日，包括全球普遍公共假日，比如元旦，以及东
道国美国的法定联邦假日；重要宗教节日，比
如圣诞节、开斋节和宰牲节，也是联合国的官
方假日。今年的“浮动假日”共有8个，主要是

宗教和文化节日。
第78届联合国大会22日协商一致通过名

为《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决议，将农历新年
（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作为“浮动假日”，
决议提出设在联合国总部和庆祝此节日的其
他工作地点的联合国机构避免在春节这一天
举行会议，并鼓励今后在起草会议日程表时考
虑到这一节日安排。

成为联合国假日意义何在

正如联大决议指出，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庆
祝春节，该节日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秘书长
每年都会发表春节贺辞。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表
示，中国推动春节成为联合国假日，是践行全
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务实
行动。春节正式成为联合国假日，充分展现了
中华文明和东方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将有助
于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体现联合国
倡导的多元、包容文化价值理念。

祖籍广东客家地区的泰国音乐老师陈国
立说，联大决议将农历新年确立为假日，体现
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以及东方文化的重视。“以
往西方的节日成为世界的节日，如今国际社会

越来越看到和承认中国和东方文化之于人类
文明的重要性，这体现了东西方世界在文化层
面的互相尊重、了解，是一个促进东西方民心
相通、文化交融的良好开始。”

日本冲绳大学地域研究所特别研究员泉
川友树说：“过春节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生
活方式，冲绳至今保留着过春节的习俗。得知
春节被纳入联合国假日，非常开心。”

春节在全球的影响力有多大

万象复苏、草木更新，春节在全球很多国家
和地区都是一个重要节日。越南、韩国、朝鲜、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将春节定为法定节假日，
并在当地形成了颇具特色和规模的庆祝方式。

春节是越南重要的传统节日，假期为七
天。越南人通常从农历腊月初就开始为过春节
做准备，置办年货、供品，还要打扫、装饰房间，
买年画、贴春联等。承载好运祝福的花更是不
可或缺。

在朝鲜，过节前人们会把屋里屋外收拾干
净，置办新衣和美食，正月初一一早给长辈拜
年，畅玩各种民俗游戏，是朝鲜人民过农历新
年的传统。

在韩国，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和初二是法

定节假日，“祭礼”和“岁拜”是核心内容。正月
初一一大早，家中就摆好各式祭祀用品，举行
祭拜先祖的活动。祭祀结束后，晚辈依次向长
辈拜年行礼。不同于中国“红包”代表喜庆，韩
国人选择用白色的信封来装压岁钱。有意思的
是，“春运”现象在韩国也会出现。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日本冲绳至今仍保
留着过传统春节的习俗。正月初一早上，一些
冲绳人要去自家水井或村落共用的泉水处打
一桶“若水”（新鲜干净的清水），祈求清洁身
心、永葆青春。与日本本州岛过年吃寿司不同，
肘子是冲绳人过年必备的年夜饭。

在马来西亚，春节公共假期是大年初一和初
二。过年时，很多人喜欢“捞生”：将五颜六色的鱼
肉、配菜、调料等放在一个大盘里，人们围成一圈，
站起身，用筷子反复将盘里的材料捞起，同时说着
吉祥话，以祈求在新一年风生水起，步步高升。

串门拜年是新加坡人过春节的传统习俗
之一。当地人常用一个漂亮袋子或礼盒装着双
数的桔子登门拜访，寓意“好事成双”。七彩缤
纷的“捞鱼生”是新加坡过年的“大菜”，用生鱼
片搭配生菜丝、红萝卜丝、花生碎等配上桔子
汁调成的酸梅酱，寓意年年有余、鸿运当头、甜
甜蜜蜜。（新华社 尚绪谦 刘锴 张怡晟 郭丹 孙
一冯亚松陈家宝李䶮 汪艺）

春节何以获列联合国假日

为促进高排芦笙的薪火相传，12月24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方祥乡水寨村举办了高排芦笙表演大赛，来自本村和
周边村寨的十多支芦笙表演队伍参加了比赛。图为大赛现场。 唐光新摄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 高蕾）
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草案25日提请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草案进
一步建立健全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监管
制度，促使其规范有序发展。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在帮助大病患
者筹集医疗费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乱象，影响了平台公信力
甚至慈善事业发展。草案进一步建立健全平
台监管制度，明确从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

平台应当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对通过其
发布的求助信息真实性进行查验，具体管理
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网信、工业和信
息化等部门另行制定。

草案进一步强化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在合作募捐中的责任，明确不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自己的名义开展公开募捐；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与合作方依法签订
书面协议，并对合作方的相关行为进行指

导和监督；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负责对合作募得的款物进行财务核算和
管理，将全部收支纳入其账户。同时，完善
相应法律责任。

慈善组织存在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
占慈善财产等违法行为的，除对该慈善组织
进行处罚外，草案还加大对相关责任人员的
处罚力度，明确情节严重的，禁止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年至五
年内担任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

慈善法修改拟促使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规范发展

六大产品亮相
华西社区报创刊十周年
暨重点产品推介会举行

本报讯（朱佳慧）12月22日，“砥砺奋进十
年路 凝心聚力再出发——华西社区报创刊十
周年暨重点产品推介会”举行。华西社区报发
布六大重点产品，并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各大
主流媒体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资
源共享、市场拓展、技术创新等方面深度合作，
实现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华西社区报总编辑、总经理王清洪在致辞
时表示，今年《华西社区报》迎来创刊10周年。
经过十年发展，华西社区报已从一张报纸成长
为一个集纸、端、网、小程序和户外广告于一体
的全媒体平台，以助力构建新时代四川城乡基
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做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宣
传报道工作为定位，办“扎根社区 服务基层”
的新型主流媒体。他强调，站在新的起点，华西
社区报将探索融合发展新路径，寻求合作共赢
新范式，以创新驱动、开放共享的发展策略，构
建携手前行、合作共赢新格局。

在产品推介环节，华西社区报六大重点产
品——“音视频定制、新媒体运营、全活动执
行、全场景打造、户外文化墙、精准社群营销”
一一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