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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除“以旧焕新”打造乡村文化空间外，多地

还积极建设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农耕文化馆、
非遗工坊、书吧等场所，向群众开展村情、村
史、村志教育。

湛江霞山区东纯村利用农民公寓建设村
史馆，推动东纯村生态农业观光园建设；汕尾
在乡村探索建设“善美书吧”，将红色文化、海
洋文化等地方特色融入建筑装修风格和图书
选购中；揭阳采取“新华悦读+24小时自助书
吧+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多功能建设方式，推
动建成省内首家24小时新华悦读空间，打造
群众家门口的阅读空间……

在深化拓展乡村文化空间过程中，全省持
续加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丰富乡村文化
空间内涵。2024河美共赢篮球联赛在河源龙川
县麻布岗镇开赛。场内，队员们你争我夺、穿插
跑位、突破传球；场外，各镇农特产品亮相美食
摊位，群众在此收获别样的乡村风情体验。

目前，广东各地乡村文化空间创优扩容正
在持续推进中。通过加强乡村文化空间规划布
局，有效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党
群服务中心、文化站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去岭
南书院听一场“音乐党课”、去文明实践中心感
受非遗文化，已经成为不少广东人闲暇之余的

“新时尚”。

唤醒田园“美丽资源”
带动乡村产业兴旺

在茂名化州市平定镇积田大岭村，化橘红

花竞相绽放之时，正是村民开门迎客的最旺
季。这个有着“中华化橘红第一村”美誉的乡
村，在举办赏花活动同时，还会开展产品展销、
产业发展研讨会、制作工匠技能大赛等活动，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便是发挥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效益。近年来，广
东各地充分结合县的优势、镇的特点、村的资
源，推动文旅融合提档升级，打造岭南特色村
259个，持续擦亮“粤美乡村”文旅品牌，带动乡
村文化资源“活起来”。

惠州推出“两天一宿”乡村旅游产品，结合
环“两山”示范区（南昆山—罗浮山）建设，精心
策划15条惠州乡村疗休养线路，还积极推广
乡村自驾游，将旅游公路、风景道、古驿道串珠
成链，引导现有乡村旅游线路改造升级。

不少乡村还因地制宜建设岭南民族特色
文化走廊、大力发展乡村体育产业。深汕特别
合作区打造“鹭月岛”汽车主题网红打卡点，组
织举办亚洲大洋洲风筝板锦标赛、“深汕杯”中
国桨板俱乐部联赛总决赛等多项国际国内体
育赛事。

带动乡村产业兴旺、村民致富增收，是开展
文旅融合特色村镇建设行动的题中之义。当前，
广东各地正加力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不断
深化文明旅游工作，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驱力。

在佛山，全市40家A级旅游景区均已实
现WiFi、4G信号等全覆盖；阳江海陵区优化

“智游四季海陵”线上导视系统，将虚拟导游图
等功能“搬”到线上；潮州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
秩序联合执法，并制作宣传视频和发布倡议承

诺书“喊话”旅业单位，做好旅游诚信管理。
文旅融出新天地，且以诗意共远方。文旅

融合特色村镇建设行动扎实推进，正撬动唤醒
更多田园“美丽资源”，促进当地发展“美丽经
济”，以高质量旅游体验让广大游客寄情乡村、
流连忘返，让乡村产业更旺、村民腰包更鼓。

移风易俗落地生根
文明之花常开常新

“亲家，在不在家？我来了……”在云浮新兴
县簕竹镇良洞村上演的小品《送彩礼》中，演员
们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述了一个不收彩礼、喜
事新办的故事，让新观念如春风化雨般浸润群
众心田。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移
风易俗是关键。

近年来，广东各地把移风易俗作为推进文
明乡风建设的切入点，因地制宜倡导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从简办席，遏制高价彩礼、大操
大办、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厚植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明不断焕发新
气象。

将村规民约改编得更通俗易懂、大力推广
“积分制”等经验做法……广东各地精准“用
招”，不断凝聚起乡村治理的向心力，激发村民
参与“百千万工程”、村民共建文明乡村的磅礴
动能。

走进清远英德市西牛镇小湾村村委会，迎
面便能看到以“村规民约”为主题的墙绘，村里
成立红白理事会，推动理事会成员用“乡音土

话”讲解大操大办、攀比浪费之风等带来的危
害，村中风气逐渐为之一新。

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把写渔歌、念渔歌、唱渔
歌融入村（社区）书记带头讲村规民约等活动
中，巧用渔歌说事、论理、讲法，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婚事新办等加分，打牌赌博、乱挂晒衣物、
乱停车等扣分……汕头澄海区莲华镇下长宁
村探索建立“积分制”奖罚管理制度，并将其融
入村规民约管理中，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文明乡
风建设积极性。

深圳新创建11个市级家教家风实践基地，
开展“校家社协同育人十大行动”、组建百名家
庭教育公益讲师团、开展千场服务进基层活
动，大力弘扬家庭文明新风尚；梅州五华县以
长者饭堂为切入口，大力发展居家和村（社区）
养老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
的服务需求……

破旧俗、树新风、惠民生，放眼广东各地，
村规民约正在加快实起来，激励机制正在加快
建起来，移风易俗更加有章可循，文明新风培
育更加有力。

潮涌千帆竞，奋楫正当时。
当前，全省上下正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以走在前列的担当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广
东将继续瞄准“五大行动”目标，精准发力、共同
助力、形成合力，促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
展，努力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的答
卷，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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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延时开放，“图书馆之夜”有了新定义
◎ 周娴

新闻集装箱

（上接A1版）
“这些帮助不是一次性的，每次走访后我都

会根据患者当下的家庭情况实时申请相关治疗
资金补助。助学金也会从小学一直资助到高中，
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杨家琼说。自2018年
后，每年她都会定期到这名患者家，为他检查身
体状况，给他送药，及时向他提供帮助。

杨家琼10余年如一日，用心用情关爱帮
助尘肺病患者的事迹感染了许多人，不少人因
此加入了“巴山啄木鸟”健康志愿服务队。在杨
家琼和“巴山啄木鸟”健康志愿服务队其他志
愿者的努力下，截至目前，共筹集善款860余
万元，让439名患者得以及时、正规治疗，518
名困难学生生活、学习费用难题得到解决，83
名呼吸困难患者得到了制氧机。

前不久，杨家琼收到了一则报喜消息，一
名被资助的尘肺病患者的孩子顺利考上大
学，激动地向她表示感谢。“很替这名孩子感
到高兴，当时我对她说，希望她把这份爱心传
递下去，成为祖国的栋梁，小姑娘听后很认真
地许下了诺言。”杨家琼说道。

杨家琼用一点一滴的真情付出，与尘肺病
人建立了亲人般的情谊，成了他们的“贴心
人”。“帮助患者是一个放飞希望、收获快乐的
过程。”杨家琼庄严承诺，她将一直在志愿者之
路上走下去，尽自己所能，为尘肺病患者带去
福音、带去希望。

大巴山下的“清尘天使”

文明乡风劲吹南粤沃野锦绣田园谱写发展新篇

8月6日晚，江苏省无锡市太湖广场上，三
三两两的市民结伴而过步入无锡市图书馆，在
安静的借阅室里，今年刚入职一家科技公司的
孙莹在熟悉的靠窗位置坐下，翻开了一本人工
智能方面的大部头。窗外，夜色朦胧，树影随风
摇曳，孙莹的心也慢慢地安静下来。

当城市入夜，图书馆就是灯火。江苏多家图
书馆将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和深夜，同样被延
伸的，还有更多的文化体验。延时开放的几个小
时创造了怎样的增量？图书馆何以成为城市的
深夜书房？又如何在城市中实现“有机生长”？

/ 图书馆之夜 /
点亮城市“深夜书房”

自7月1日起，无锡市图书馆延长开放至
21时，延时服务，正好满足了“孙莹”们白天上
班、晚上“充电”的需求，图书馆氛围好且凉快，
在这里学习效率更高，很多人待到21时闭馆还
不愿回去，前往24小时自助图书馆继续学习。

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无锡市图书馆的入
馆人数持续处于高峰。7月，晚间读者达2万人
次，为了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图书馆
还集中上架1万多册新书。

入夏后，南京江北图书馆的“夜书房”也格
外热闹，120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书房里安静
得只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南京江北图书馆所
在的江北新区，集聚2000多家新兴产业类企
业。很多上班族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来这里翻
阅书籍，了解行业最新信息。

三伏天拉开序幕后，图书馆成了孩子们的
避暑地。近日，徐州经开区图书馆迎来了更多

的小读者。据统计，7月以来，徐州经开区图书
馆累计到馆13.5万人次，比6月增长35%，每
天17时之后，24小时图书馆仍能接待1000多
名读者，图书流通量超109万册，比6月上涨了
22%，其中一半以上为少儿类图书。

徐州市经开区图书馆馆长陈盛文介绍，为
了迎接暑假，他们在6月新增1.5万册图书，其
中包含了很多学校老师推荐的阅读书目，很受
孩子们欢迎。

/ 延伸服务内容 /
带来更多新体验

延时服务并非仅仅延长开放时间，延伸的还
有更多的文化体验、科学探索、音乐会、青年夜校
等，给江苏“图书馆之夜”带来了全新的定义。

7月23日20时30分，徐州经开区图书馆
20名小读者在金龙湖宕口公园开启了难忘的

“夜观昆虫”之旅。他们手持手电筒，跟随光圈，
沿着草丛、池塘和竹林认真观察。“这是瓢虫，
外壳很光滑，擅长‘装死’，一碰它就不动了。”

“这个是黄蜻，是蜻蜓的一种，即使睡着了也不
会收起翅膀。”经开区图书馆位于宕口公园内，
他们利用位置优势策划了自然探索类活动，激
发起孩子的科学兴趣和探索精神。

音乐与书籍的交合，让图书馆的夏夜多了
几分诗意与狂想。7月13日晚，苏州爱乐乐团
在苏州图书馆北馆举行演出，乐声流淌深入人
心，一个多小时的音乐会吸引200多名现场观
众，另有数千名观众线上观演。7月26日晚，无
锡市图书馆携手无锡民族乐团，为市民奉上一
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国风音乐会。琵琶铮铮，

笛声悠扬，丝竹与管弦珠联璧合，传统乐器演
绎着古老的故事，观众在动人的旋律中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夜校用松弛感熨平
了白天的褶皱，很受青年人欢迎。南通图书馆
精准对接年轻人的文化需求，将“青年夜校”搬
进了图书馆。7月15日18时30分，“通图夜校”
在濠西书苑城市书房开启了第一课。炎炎夏
日，濠河畔萤火点点，焚香一炷，学生们在高级
茶艺师戴冰如的带领下了解香的起源。识香环
节，大家正襟危坐、学香篆、知礼仪，领略传统
香文化之美学。

据南通市图书馆馆长季丰吉介绍，“通图
夜校”设置了文人四雅、书法艺术、摄影技巧、
翻糖蛋糕制作、茶道茶艺五类课程。举办夜校
的初衷是让大家更好地掌握图书馆里的资源，
在夜校学习技能的同时，去搜索馆内相关书
籍，季丰吉还希望通过“夜校”挖掘一批生活达
人，让他们成为“生活讲师”，助推图书馆的转
型升级。

/ 创新服务模式 /
营造“全域书香”

如果说文化体现着城市气质，那么阅读空
间便是价值默契的养成。如何利用有限空间做
出无限可能？如今，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告别传
统的“等人看书”模式，主动将服务触角延伸到
基层，将书香渗透到城市的肌理中。

“什么是古籍复刻本？”“古籍里的字都是黑
色的吗？”7月31日19时，一场特殊的“古籍知
识分享会”在镇江悠得园举行，面对30多名读

者，镇江市图书馆馆长、特级文化指导师褚正东
侃侃而谈，他向大家介绍了古籍蓝本、套印技术
等特殊形式，还展示了古籍的装帧形制，如竹书
简策装、帛书卷子装、纸书经折装、纸书蝴蝶装
等，让读者近距离感受古人的匠心。

据镇江市图书馆副馆长吕超介绍，镇江图
书馆借助文化指导师制度，让图书馆的3名文
化指导师在晚间“走出去”，为市民提供更深入
的文化体验。目前，他们已在上河书房、马副官
的店等文化新空间开展了文化走读、非遗体
验、古籍修复等近30场活动。其中褚正东先后
开展了《闲谈阅读推广二三事》《与故乡的距
离》等多场阅读分享活动，古籍部主任、高级文
化指导师彭义不仅挖掘馆藏资源，还带领大家
体验古籍修复全过程，让珍贵典籍跨越时空

“活”起来。
常州图书馆的“秋白书苑”是公共图书馆

联合社会力量的典范，如今，30多家秋白书苑
在常州城乡落地开花，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
以看书、看展、看演出。其中有22家夜间开放，
最晚的开放到22时。

结合所在地特色和运营资源，每个秋白书
苑都是块个性鲜明的试验田，这也避免了夏夜
活动的同质化：秋白书苑罗溪馆，带领孩子们
体验竹编手绘风筝的乐趣；秋白书苑青龙桃渚
馆，以教育沙龙的形式引导家长做青春期孩子
的知心父母；秋白书苑五一初心馆活动，以乡
村书香讲堂、田园诗朗诵等形式，让大家感受
诗与自然的和谐共鸣；秋白书苑运河·致远馆
则带领读者观看电影，邂逅书本与镜头里的远
方。这些遍布城乡的灯光星星点点，照亮了城
市，也让书香成为夏夜最弥久的味道。

8 月 13 日，全
国生态日临近，福
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安泰街道于山社区
举办“探索水奥秘
守护蓝色宝藏”科
普 夏 令 营 研 学 活
动，来自闽江学院
的大学生志愿者通
过讲解水知识、做
污水处理实验等，
让孩子们在互动探
究中提高爱护水环
境意识。图为大学
生志愿者在指导孩
子们进行污水处理
小实验。谢贵明摄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
开展新陕两地青少年

暑期研学活动

本报讯（秦文）8月6日，新疆青少年暑
期研学班走进全国文明校园——西安交通
大学开展研学活动，西安市碑林区第二十
六中学、西安市铁五小学8名学生代表参加
了此次活动，共同开启了一场学思践悟、知
行合一的研学之旅。

研学中，学生们参观了校园并走进西
迁博物馆，聆听志愿者讲述西迁故事，并通
过一件件珍贵的实物、一张张照片及一份
份讲义手稿和多媒体，学习和感悟以“爱国
奋斗”为内核的理想情怀，沉浸式感受了伟
大的西迁精神。

参观结束后，新疆青少年与碑林学生
代表举行了座谈交流，诗朗诵、新疆舞、藏
族舞、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现
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同学们还互赠礼
物，以此表达对彼此的美好祝福。

1至7月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 樊曦）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2亿
人次，旅客周转量9454.53亿人公里，同比
分别增长15.7%、10.6%，均创历史同期新
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国铁集团加快构建铁路现代化运输服
务体系，科学合理安排运力，落实便民利民
惠民举措，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积极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至7月，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
速铁路资源，用好今年新开通的新线能力
和京广高铁全线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成
果，千方百计挖潜运输能力，精心铺画列车
运行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0434列，同比增加998列、增长10.6%。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加强跨境旅客运
输组织，在京港、沪港间开行夕发朝至高铁
动卧列车，在中老铁路安排开行中国西双
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国际旅客列车2列，恢
复开行中国呼和浩特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国
际旅客列车。1至7月，广深港高铁累计发
送跨境旅客 1537.7 万人次、同比增长
54.7%，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13.9万
人次。

山东济宁市策划推出
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本报讯（吕光社 张颖）8月5日至8月
底，山东省济宁市以全力唱响“全民健身与
奥运同行”为主题，围绕群众多样化健身需
求，策划推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济宁市第十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筛选
了22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比赛项目，包括大
众广场舞、太极拳、游泳和国际跳棋、国际
象棋等项目，覆盖各年龄段人群。还计划举
办第十四届老年人运动会，共设16个项目，
为老年人提供健身娱乐平台。另外，还将创
新举办群众业余运动员等级赛，组织国际
跳棋、体育舞蹈、网球、乒乓球、健身操
（舞）、围棋6个项目，根据参与者年龄、体能
水平设置不同级别的达标标准，让业余运
动员通过参与群众性赛事比赛，获取专业
运动员才有的等级荣誉感。

济宁市体育局积极对上争取体育场馆
免费、低收费补助，落实免、低开放政策，全
市22处大中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对群
众开放。

山西高平市
举办龙凤文化艺术节

本报讯（杨佩佩 杨杰英）8月12日，潞
安府·第二届龙凤文化艺术节（金玉良缘）
在山西省高平市举办，旨在传承与创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8月
31日。

据介绍，本届艺术节亮点纷呈，以“开
门见喜”“龙凤呈祥”等为主题的婚礼文创
展，巧妙融合传统与现代，特别是将龙凤元
素与年轻人喜爱的白色主题相结合，推出
新中式婚被，成为一大创新

同时，婚礼文创展还设置“婚书”“百
图”拓印等互动体验，让民众在参与中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外，晋东南雕刻艺术展也吸引了众
多民众驻足欣赏，珍贵木雕、砖雕藏品集中
亮相，展现晋东南地区丰富的文化底蕴。潞
绸作为地方特色文化符号，其历史与故事
也在艺术节中得到生动讲述，展现这项织
物文明的深厚内涵。

本届艺术节相关负责人表示，潞安府
龙凤文化艺术节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致敬
与溯源，更是对未来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积
极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