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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孝贤文化倡树文明新风
——河南安阳县“孝贤选树”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活力

◎ 樊进举薛金山

近年来，河南安阳市安阳县委、县政府统
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以“孝
善之家”评选活动为载体，围绕“道德模范”主
题，通过评选县级“孝善之家”，让乡风文明有

“镜子”可照、有“标尺”可量，助力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凝聚乡村治理向
心力，为乡风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丰润
的道德滋养。

全县党员、干部群众以“孝贤选树”活动作
为学习先进典型的动力，在全县范围内，人人
树立尊老敬老的高尚品质，做孝善文化的传播
者与实践者；用良好家教家风涵育道德品质，
做文明家风、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和引领者。秉
持“点亮一盏灯，照亮一群人”的理念，广泛宣
传群众身边的好人好事，引领群众见贤思齐，
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为全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前，安阳县“孝善之家”评选活动开展得

如火如荼，有的村设立了“孝老爱亲好人”故事
墙，有的村设立了孝善文化墙，有的村设立了

“孝善红黑榜”，孝老、爱老、敬老、助老之风在
全县蔚然成风。近年来，安阳县各行业各部门
在县文明委的指导下，多方联动，各个平台搭
台唱戏，广大群众积极发现、推荐、学习道德模
范，先后涌现出多名“中国好人”“河南好人”和
省、市级道德模范，县级评选的道德模范、文明
家庭、“身边好人”“孝善之家”“乡村光荣榜”层
出不穷。

为了大力推荐宣传“孝老爱亲”等各类身
边好人好事，安阳县从2018年开始，围绕“一
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树品牌”的思路，
制定了《关于在全县农村开展“孝善之家”评
选活动的实施意见》，明确了 4大项 17小项
的具体评分标准。评选对象是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公民道德
规范，在家教良好、家风淳朴、孝老爱亲方面

表现突出、事迹感人、群众认可的农村家庭。
评选活动以乡镇为主导，以村为主体，以户
为单元，由各乡镇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各
行政村严格按照农户自评、小组评议、村“两
委”审定、公示授牌等程序进行。每村每年按
照村里总户数的 25%评选出村级“孝善之
家”，各行政村从村级“孝善之家”中评选出
10%的标兵户参加乡镇级“孝善之家”评选；
乡镇级每两年评选一次，每个乡镇推荐20户
参加县级“孝善之家”评选；县级“孝善之家”
每3年评选一次，每次评出100户，并授县级

“孝善之家”牌匾。
安阳县坚持多渠道、多角度、大张旗鼓地

表彰、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辛村镇太保片区
和高利片区的21个村连续20多年利用每年的
庙会表彰“孝老爱亲好人”，充分发挥了“身边
好人”感召人、影响人、带动人的作用；充分利
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融媒体中心、文化

墙、宣传展板等宣传阵地，宣传各级各类先进
人物的先进事迹；深入机关、企业、乡镇、学校
等单位，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进基层”宣
讲活动30余次，在全县营造了“百善孝为先”、
人人争当“孝老爱亲好人”的良好氛围。

安阳县注重在乡村挖掘选树道德模范等
先进典型，因地制宜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评选活动；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开展“好
媳妇”“好公婆”等评选和“乡村光荣榜”系列人
物选树活动；推广悬挂家风家训、文明家庭、星
级文明户、乡村光荣榜标识，将文明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持续推广北郭乡武庄村“饺子宴”

“孝老爱亲”活动；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依
托，通过开展“经济富美”“环境优美”“庭院净
美”“乡风淳美”“生活甜美”等一系列接地气、
暖人心的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将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引向深入，切实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湖北省汉川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组织志愿者向市民发
放《孝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手册，耐心解
读《条例》的主要内容。据了解，

《条例》于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汉
川市广泛开展“学习《条例》我先
行 争做文明好市民”宣传文化活
动，让文明行为融入日常点滴，成
为市民自觉行动。

刘晓平秦明娟摄

四川宜宾市南溪区：
实施“八大工程”

着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本报讯（李胜琼）近日，四川省宜宾市南溪
区启动实施“文明规范”培训工程、“文明典型”
引领工程、“手牵手”率带工程、“文明监督岗”劝
导工程、“文明细胞”创建工程、“文明窗口”优质
服务工程、“不文明乱象”治理工程、“文明南溪”
宣传工程等市民文明素质提升“八大工程”，广
泛开展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着力引导全区人
民进一步养成文明行为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
在全社会形成崇文尚德、知书达礼、遵守秩序、
爱护环境的良好风尚，为切实巩固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高质量建设“人产城”融合发展示
范区推动城乡融合提供坚强思想保证、有力精
神支撑、丰润道德滋养和良好文化氛围。

“八大工程”启动实施后，南溪区将广泛开
展文明礼仪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村镇、进社
区、进企业、进家庭”活动，倡导全民学习践行文
明规范，引导干部职工、市民群众在公共场合、
邻里相处、行车出行、旅游观光、网上交流时提
高文明意识，规范言行举止。将充分发挥学校的
影响辐射作用，通过家长与孩子的双向互动，开
展“小手牵大手”“大手牵小手”活动，引导家庭
成员规范言行，遵守法律法规，恪守社会公德，
讲究文明礼仪。将发挥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
明校园、文明窗口和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新时
代好少年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创建成效
和覆盖面，以创促提升，着力加强干部职工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将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开展脏乱差、乱停乱放、占
道经营、飞线充电、私拉乱接、不礼让斑马线、噪
音扰民、餐饮浪费、高空抛物、堵塞消防通道等
治理和“不文明劝导”等行动，切实治理城市乱
象，规范城市秩序。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在融
媒体平台设置“文明南溪”宣传专题，利用重要
版面重要时段，多角度、多形式、多方位对文明
现象进行宣传报道，增强市民认同感和参与度。
同时，发挥媒体监督作用，针对市民关注和社会
反映强烈的突出不文明现象，广泛开展“随手
拍”活动，加强曝光力度，引导广大市民树立“有
礼为荣、失德可耻”观念，营造全社会讲道德、守
规范的良好风气。

贵州黎平县平寨乡：
突出“引治压”
为酒席文明加分

◎ 石驰驰姚进忠

为了除陋习、树新风，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平寨乡坚持红白事

“打招呼”制度，通过宣传引导、基层治理、
压实责任，“引”出文明新风，“治”理酒席歪
风，“压”出安全防线，形成酒席文明的良好
社会风气。

宣传引导，“引”出文明新风。在各村人
口密集区域张贴农村红白事“温馨提示
单”，将整治滥办酒席、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等行为纳入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利用
院坝会和村民大会等契机宣传文明办酒。
通过村干部与驻村工作队入户开展“敲门
行动”，深入宣传文明办酒席的理念，告知
群众办酒席禁止劝酒、押酒，严禁酒后滋事
等不文明行为。截至目前，该乡上门开展红
白喜事“打招呼”3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余份。

基层治理，“治”理酒席歪风。完善各
村红白理事会制度，从乡贤能人、道德模
范等群体中推选出具备出众能力、乐于
奉献、威信较高的村民，担任红白理事会
的成员，大力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抵制盲目攀比、跟风宴席等不良风气。鼓
励村民控制酒席规模和档次，不搞隆重
仪式、不设豪华宴席，不讲排场、不比阔
气，减少不必要的礼金支出，革除陋习，
树立新风。截至目前，全乡整治不文明办
酒席12场。

责任压实，“压”出安全防线。及时与
办红白事村民签订“打招呼告知书”并建
立台账，经审核后由村“两委”现场指导
办酒席村民做好食品安全、交通安全、消
防安全、治安管理等工作。办酒席村民作
为酒席安全和秩序的责任人，负责宣传
酒后驾驶、超速、超员、闯红灯、疲劳驾
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的危害性和危险性，确保酒席期间安全
稳定。截至目前，与群众签订《交通安全
承诺书》1000 余份，打击惩处 20 余起交
通违法行为。

平寨乡通过酒席治理，让婚丧嫁娶酒
席操办得省时、省心、省力、省钱，将文明新
风悄然融入村民办酒席过程中。

安徽铜陵市义安区：
文明新婚俗简约不减爱

◎ 李莉潘明智史飞

近年来，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以创建省级
婚俗改革实验区为契机，通过婚事三简、婚姻三
严、婚礼三新等举措，不断提升婚俗改革的影响
力与实效性，倡树婚事简办、新办的时代新风。

提倡婚事三简，树立三项新风。倡导婚事
简办，仅邀请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和确
需邀请的同学、朋友参加婚礼，婚嫁喜宴邀请宾
客数量单办控制在10桌以内，双办控制在20桌
以内；倡导婚事新办，不收彩礼，举办内涵丰富、
特色突出、文明节俭的婚礼；倡导文明婚庆，举
办热烈不喧闹、喜庆不扰民、环保不破坏、文明
不低俗的婚庆活动。

提倡婚姻三严，定立三项制度。推行宴席
套餐制，城区每桌控制在800元以内，乡村每
桌控制在500元以内；推行人情随礼封顶制，
不相互攀比；推行喜宴报告公示制，党员干部
和公职人员举办喜宴要向所在单位报告宴席
时间、人数、桌数、标准等内容。

提倡婚礼三新，推广三项服务。持续推广
农村“喜庆堂”“家宴堂”品牌做法，建立喜事
集中办理制度，为群众提供喜宴场所；简办婚
宴流程，制定简约不失温馨又有仪式感的婚
礼仪式流程；创新服务内容，依托永泉度假
村、犁桥水镇等乡村特色景点，拓展以“旅游+
爱情”为内容的休闲度假旅游服务，并推出一系
列旅行结婚线路。

吉林和龙市西城镇
开展“讲好普通话

写好规范字”主题活动

本报讯（吉文）为进一步强化语言规范意
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近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
市西城镇开展“讲好普通话 写好规范字”教育
宣传活动。

线上，利用LED屏播放宣传标语、微信公众
号广泛宣传，积极推广普通话和通用语言文字。
线下，依托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向大家介绍
普通话的由来和意义，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语言
观，进一步认识到讲好普通话的重要意义。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有效引导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普通话学习，树立自觉推广普通话的意
识，还增强了大家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真正做到了让普通话深入村屯、深入家庭、融
入居民日常生活中，营造全民“说普通话，写规
范字，做文明人”的良好氛围。

和龙市西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继续
加强宣传、凝聚共识，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宣
传教育活动，积极营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
教育的良好氛围，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
化作出贡献。

说起“中国好人”熊为义、闫怀玲夫妇，许
多熟悉他们的人都赞不绝口，并亲切地称他
们为“普法鸳鸯”。

熊为义、闫怀玲夫妇是江苏徐州邳州市八
义集镇八义集村村民，在义务普法宣传的道路
上，夫妻俩已坚持了39年，累计投入30多万
元，行程10多万公里，走集镇、进乡村、入农
家，足迹遍及苏北的山山水水，开展普法活动
1500余场次，教育群众700多万人次。他们还
成立文艺演出队，利用网络、短视频等平台进
行普法宣传，受教育群众超过20万人次。

走街串巷，开展普法教育

“1985年，我的两名发小因不懂法犯罪
入狱，让我很受触动，意识到普及法律知识的
重要性。”回忆起走上普法道路的初衷，熊为
义很是感慨。自那以后，熊为义便发挥自己绘
画的特长，自费制作宣传展板，给村民们讲解
法律知识，让更多的人学法、懂法，远离犯罪。

妻子闫怀玲受他的感染，主动和他一起
普法。为此，夫妇俩冬天卖过糖葫芦，夏天卖
过冰糕，到建筑工地打过小工……普法之路

充满艰辛，他们也曾动摇过，但每当有人上门
咨询法律知识的时候，他们又会由衷地感到
高兴。熊为义说：“我们普法虽然没有获得荣
华富贵，但是也创造了人生应有的价值。能为
别人、为社会做点好事，我们感觉很幸福、很
值得。”

多措并举，拓宽普法渠道

为适应时代要求，熊为义和闫怀玲创新思
路，开展网络普法，让普法宣传更加快捷、高效。
为了学会使用网络，他们花了比年轻人多几倍
的精力，从“门外汉”变成了“网络通”。2012年6
月，他们开通了“青少年普法网”和“鸳鸯普法
网”，为深入普法宣传开辟了新天地。

近年来，熊为义又紧跟时代潮流，开通
“普法微信群”，并在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普
法宣传。2014年，夫妇俩发起成立了一支20
多人的普法志愿者法治文艺演出队。前期主
要在本镇及邻近村镇宣传，后来范围逐渐扩
大，甚至到东海强制戒毒所、盐城监狱开展帮
教慰问演出。他们把普法故事编成快板、小品
等节目，接下来还准备开拍普法微电影，这些

丰富多彩的宣传方式，深受乡亲们的喜爱。

佑护邻里，热心公益事业

2011年5月，村民邢为启不慎从施工现
场跌落，造成几处骨折，但施工单位却不愿承
担医疗费。熊为义得知后，主动上门了解情
况，帮他搜集整理证据，又帮他请律师到法院
诉讼，最终得到圆满解决，获赔9万元。

2012年，在邳州市司法局的支持下，“普
法鸳鸯”法治庭院建成，这是徐州市首个集法
律咨询、矛盾调解、“互联网+法治宣传”、法
治文艺演出为一体的普法新阵地，在“普法鸳
鸯”的辐射带动下，许多志同道合的热心人士
加入义务普法行列。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熊为义、闫怀玲
夫妇39年的热心助人和乐于奉献，赢得了许
多荣誉，曾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十大法治人
物”，被中宣部、司法部评为“全国法治宣传教
育先进个人”，被授予“全国优秀社区消防宣
传大使”“江苏十大法治新闻人物”“江苏省十
大普法达人”等荣誉称号，深受各级领导和广
大群众的好评。

连日来，数十名身穿“红马甲”的老年志
愿者，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的多个背街小
巷开展清理环境、打扫卫生。他们中有位个子
瘦小，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的老婆婆十分引
人注目……她就是92岁仍然“在岗”做公益
的袁素珍。

“婆婆，这么大年龄、这么冷的天气不在
家休息，还出来打扫卫生？”每当有人问到袁
素珍她总笑呵呵地说起参加公益志愿服务的
初衷：“在家闲不住，大家一起做公益，有说有
笑，既开心快乐，还把环境卫生打整得干干净
净，一举多得，心里舒服！”

袁素珍，现居住在雅安市雨城区东城街
道水中坝社区，身体硬朗，走路生风，子孙满

堂，家庭和睦，虽然年事高，却乐做公益善事，
传递文明正能量。

在居住小区内，袁素珍看到哪里脏了，就
会及时打扫；绿化带里有白色垃圾、公园里有
狗粪了，她不嫌脏，立马捡起装进袋子丢到垃
圾桶。3年前，89岁的袁素珍加入当地夕阳红
志愿服务队时，有人觉得她年龄大、吃不消，
但她拍拍胸脯说：“大家放心，我身子骨硬朗
得很。”袁素珍参加夕阳红志愿服务队后，哪
里有整治环境卫生的行动，哪里就有她忙碌
的身影。袁素珍希望更多人讲文明，爱护环境
卫生，为建设美丽家乡出一把微薄之力。

在袁素珍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女儿穆国
春也在两年前加入了夕阳红志愿服务队，服

务队到哪里整治环境，袁素珍、穆国春母女总
是双双前往，埋头清理。

“我母亲虽然身体好，但毕竟岁数已经大
了，她一个人出门做公益，家人不太放心，自
己和老人一起做公益，相互有个照应。”穆国
春说，母亲袁素珍除了到处打扫环境卫生外，
哪里有人需要帮助时，她都要捐款，表达自己
的一份心意。

夕阳红志愿服务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袁
素珍年纪虽大，但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一直
很高，她不仅带动了大女儿穆国春参加公益
服务，还带动小区10多位老年人参加志愿服
务，母女俩的无私奉献，成为团队其他成员学
习的榜样。

熊为义、闫怀玲夫妇：乐于奉献的“普法鸳鸯”
◎ 崔敬之

92岁老人袁素珍：老当益壮献余热
◎ 彭加权宋巧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