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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家学子“妙笔生花”打造特色“文明打卡地”
——北京市丰台区主题活动点亮街区微空间

◎ 范文芳

湖北竹溪县

让垃圾分类走“新”更入“心”
◎ 郭军段娇

暑假期间，家住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北社
区的小学生徐梓萌，每天吃过早饭后，便跟北
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三小学的同学们一起参
加丰台区“学子回家 扮靓家园”活动。作为
2024“丰台·学子回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扮靓家园”活动深受“归家”学子们的喜爱，他
们用充满童真的画笔在社区的旧墙面上绘制
出“丰丰”倡导文明行为的画面，使这里摇身一
变成为文明打卡地。

不只是徐梓萌和她的同学们，这个暑假，
来自丰台区26所学校的150名中小学生在清
华大学、中央美院、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等63所
国内外知名高校的116名大哥哥大姐姐的带
领下，开展墙面创意彩绘、城市景观塑造和志
愿服务活动，这群“归家”学子用一支支画笔扮
靓着丰台的大街小巷，在26个街镇打造出众
多丰台特色“文明打卡地”，实现人才与城市双
向奔赴、共同成长。

“妙笔生花”
创意凸显区域文化

丰台区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是中国
运载火箭的摇篮，去年参加“学子回家 扮靓家
园”活动时，中央美院毕业后回到丰台任教的
青年教师许格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共同创作了
《宇宙漫想》主题墙绘，将空调管线设计成宇航
员的高科技装备，一幅中国航天员问鼎苍穹的
画面跃然墙上，吸引了不少群众打卡拍照。

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所在地——
东高地街道，钱学森中学的学生和社区小志愿
者们，绘制了国风版的《九天揽明月 嫦娥再启

程》，巧妙地将神话故事与航天科技相融合，
嫦娥仙子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飞天梦想的使
者，轻盈地穿越云层，向着月亮飘然而去。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退休职工王天祥在
画作前久久驻足，他感慨道：“‘嫦娥奔月’‘鹊
桥相会’，很久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满天神
话。中国人的极致浪漫，就是把航天梦藏在这
些名字里，让他们一一照进现实，从此以后，
当我们再抬头，漫天尽是中国式浪漫，神话般
现实。”

一放暑假，看丹街道刚刚落成的文明会客
厅就人气满满，面积105平方米、拥有12000
余册图书，全天免费对外开放的公共阅读空间
里，坐满了看书的孩子，而隔壁的休憩茶座和
非遗展示空间也颇受欢迎。

看丹街道的文明会客厅是丰台区统筹居
民会客、公共阅读、文化交流、志愿服务、未成
年人关爱等功能搭建的“3+X”集成式文明实
践平台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区26个街镇全部
建成了文明会客厅的样板间，通过设置休憩茶
座、公共阅读空间、社区名人工作室，定期组织

“旧书漂流”“社区读书会”“社区文化课”等活
动，拓宽群众参与活动路径，营造共创共建、共
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一镜到底”
百米长卷扮靓南中轴

作为北京南部地区唯一的中心城区，丰台
区兼具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综合交通枢纽、历
史文化、自然山水等资源，是名副其实的首都
前院、城市门户、文化客厅、生态屏障。“华丽转

身”的南中轴地区不仅延续着中轴文脉，也见
证着丰台发展，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大红门博
物馆群、中央芭蕾舞团、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
园的集聚，也让南中轴地区正逐渐成为展示国
家形象和文化自信的代表地区。

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促进中心
主任刘屹介绍：“为了更好地推介和展示丰台，
在这次‘学子回家 扮靓家园’活动中，我们在南
中轴地区打造了三幅巨幅原创墙绘，讲述丰台

‘昨天’‘今天’‘明天’的故事。”
“丰台十景”主题墙面，通过描绘“卢沟晓

月”“宛平烽火”“中都溯源”“南苑秋风”“长辛
槐荫”“中顶花钹”等享誉中外的丰台历史名
景，讲述着万年永定河、3000年莲花池和870
余年金中都孕育的首都之南的丰台故事。

“一镜到底看丰台”主题墙面，以胶片的
形式串联起横跨二环到六环之间的千灵山、
北京园博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关
村丰台园、北京汽车博物馆、北京丰台站等29
处丰台地标建筑，讲述正在蓬勃发展的丰台
故事。

这三幅主题墙面绘画各具特色，其中，来
自清华大学硕博研究生描绘的“未来丰台”，
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学生们绘制的丰台充满
科技感和未来范儿。”刘屹介绍，“站在画前，
仿佛站在南中轴上的最高点，国家自然博物
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中国芭蕾舞剧院、丽
泽金融商务区‘尽收眼底’，随着飞驰的高铁，
将北京西站、南站、丰台站、草桥机场航站楼、
丽泽机场航站楼这些重要交通枢纽串联，‘沉
浸式’感受南中轴作为生态轴、文化轴和发展
轴的未来变化”。

科技助力
“碍眼”小物件变身“亮眼”微景观

除了巨幅墙面绘画，暑假期间，丰台区26
个街镇联合辖区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广泛开展
暑期实践活动，通过绘制文明墙面，传播文明
理念。青年学子们还巧妙通过借景造景、“扬瑜
掩瑕”等手段，将空调雨水管、电缆电线、楼体
排水管、配电箱等“碍眼”小物件改造成“亮眼”
微景观，宣传文明养犬、文明交通等文明行为，
助力文明城区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助力年轻人的艺术创
作，也让小区的墙面增加了“艺术范儿”：在东
高地三角地第二社区，暗红色楼体上影响美观
的电线、水管“蜘蛛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幅墙体绘画，画中活泼灵动的小猴子在森林中
绿色藤蔓间欢快跳跃，过往居民仿佛置身于
丛林之中。

据了解，这幅画作，是丰台区职业教育中
心的学生用AI技术辅助设计的。“我们先给AI
软件提供语料，再提出风格主题要求，出画后
再经过画图软件进行细节的修改。”一名参与
设计的同学说，“希望可以为快节奏的城市生
活增加一抹清新。让科技和艺术在生活中有机
结合，留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学子们将‘以礼待人，人皆显可亲；以敬
待物，物皆显可爱’的文明理念充分融合进了
这些墙绘作品之中。”刘屹说，“通过艺术与设
计的融合，提升城市美学与文化氛围，未来，我
们将持续开展‘学子回家 扮靓家园’主题活动，
打造更多的具有丰台特色的‘文明打卡地’”。

近年来，安徽省芜湖
市弋江区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把生态要素融
入城市建设规划中，通过
实施水系治理 、城市绿
化 、小区环境提升等工
程，打造生态宜居的优美
环境，提升百姓生活品
质，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不 断 增 强 。图 为 8 月 14
日，芜湖市弋江区南瑞街
道南瑞湖周边风光。

王玉实 摄

以前，垃圾收集设施设计不科学、投放不
方便，有些投放点“爆桶”频率高；群众对垃圾
如何分类分不清，混投乱投现象严重……针
对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近年来，湖北
省竹溪县紧密结合实际，按照“少花钱、多办
事、重实效”原则，努力让垃圾分类“百姓易接
受、方便操作”，持续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和资
源化利用工作，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投放设备试点先行

2020年，竹溪县将城关镇鼓楼社区政府
机关大院小区作为全县首个智能垃圾分类试
点小区，投放智能垃圾分类服务设备，居民分
类投放垃圾可获得奖励积分，积分能兑换成
日用品。

此后，该县推广试点小区经验，在越来越
多的小区投放智能垃圾分类服务设备。截至
目前，该县县城已建设垃圾分类亭1000余
个、集中分类投放（站）点1500余个，基本实
现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全覆盖。

在农村，该县确定兵营镇四条沟村为垃
圾分类先行试点村，在该村召开现场观摩会，
推行“四分法”和“十有”模式。2021年，该村
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竹溪县积极推广试点村经验，为各村配

备新能源垃圾分类收运车90台、240升垃圾
分类四色桶20000个、户分类（干湿）垃圾桶
50000个、垃圾分类站（亭）1800个，建设垃圾
分拣房（中心）和沤肥池（点）450个。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针对县城小区垃圾分类难题，该县以“红
色物业”全覆盖为基础，采取3种模式推进县
城284个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其中，专管型小
区依托市场化物业公司做好垃圾处理；自管
型小区依托部门单位主导发动居民“共同缔
造”；托管型小区依托小区党支部和业委会，
由居民自治共管。

今年以来，竹溪县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探索在县城居民小区推广“撤桶并点”和“两
个袋子”对应两个颜色垃圾桶分类方法，合理
布局居民小区生活垃圾收集（站）点，提升生
活垃圾分类效果和居民生活品质。

在农村推广简单又实用的“一坑两桶三
上门”分类方法，即为每户村民配备2个垃圾
桶，分出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将易腐（厨余）
垃圾堆放到沤肥池（坑），发酵后转化成为农
田肥料；三上门即村组保洁员上门宣传，村组
保洁员上门有偿回收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
圾，村组垃圾运输车定时上门收集其他垃圾。

科普宣教营造氛围

垃圾分类趣味运动会、变废为宝跳蚤市
场、废物利用创意手工、垃圾分类知识有奖竞
答……为激发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竹
溪县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进机关、进企业、进
社区、进农村、进校园“五进”活动，营造全时、
全域、全覆盖的宣传氛围。

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
个小区。竹溪县实验小学让垃圾分类知识进
入课堂，在学校设置垃圾分类回收站，收集
各班的废旧纸张、易拉罐和塑料瓶等可回收
物，售卖的资金用于购买学习用品，发放给
学生，鼓励学生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竹溪县还建设了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公
园占地面积5.7万平方米，在保留原有生态功
能的基础上植入垃圾分类元素，将废弃物资
做成盆栽、把建筑垃圾做成创意小品设施等。
该公园还设置了充满童趣的垃圾分类主题游
乐空间，成为中小学研学基地和垃圾分类“沉
浸式”体验宣传教育阵地，以寓教于乐的形式
让垃圾分类走“新”更入“心”。

如今，竹溪县垃圾分类工作已全面铺开，
创建省级垃圾分类示范村（达标村）153个、垃
圾分类示范社区2个。

点亮网络文明之光 共建共有精神家园
宁夏银川市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主题活动
第七场专场活动举行

本报讯（马微）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悠阅城喷泉广场上的一场快闪秀拉开了
2024年银川市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主题活动第
七场活动的序幕，本场活动聚焦文明上网主
题，让市民在赶“文明”集市的同时，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提升网络素养、道德素养，滋养城市
品质。

“在上网时，不要随意打开陌生网站，做到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规范自身网络行为”

“要从自身做起，增强网络文明意识，做到绿色
用网、文明上网”“大家应主动抵制和举报各种
网络不良信息、不文明行为”……现场设置宣
传专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广泛发动市民共同参
与网络文明建设，构建良好的网络生态，形成
网络文明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活动现场，家长和孩子共同签署了《银川
市网络文明公约》，并折成纸飞机贴到镂空展
板上，共同践诺“文明上网”，助力网络文明。

“文明邮递筒”“品质银川·100个美好瞬间”
“城市随手拍”等一个个主题鲜明、内涵丰富、
趣味十足的文明互动体验也让市民沉浸其中，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强文明上网意识。

近年来，银川不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管
理，深入实施“银川好网民”工程，开展网络文
明说、“银川述评”等系列活动，推进网络文明
理念深入人心。银川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网络空间是市民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
络文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希望通过
活动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推
动形成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
网的新风尚，让每个人都能成为网络文明的参
与者、见证者、受益者，为深化网络文明建设营
造共建共享氛围，也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强劲
动力。

据悉，“文明·让银川更有品质”2024年银
川市深化文明城市创建系列主题活动已成功
举办7场，还将聚焦文明养宠、文明观影观赛
等主题内容，在商业大街、公园广场、镇街、村
（社区）等人流密集场所持续开展主题活动，引
导市民朋友在点滴之间涵养文明新风，在言行
之中彰显城市文明。

甘肃玉门市
“旧物置换”文明市集开市

小货郎暑期练摊忙

本报讯（陈元庆）“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
过，大家快过来看一看瞧一瞧……”近日，30
多个“小老板”坐在摊位前，热情地推销商品，
现场演示商品的功能用途。这是甘肃省玉门
市“旧物置换”文明市集活动上的“火爆”
场景。

“家里的旧书、旧玩具早就想处理，丢了可
惜，不扔还占地儿，赶上这次废旧物品置换活
动，家里腾出了空间，孩子交到了朋友，同时得
到了社会实践机会。”市民王惠说。

前来“淘宝”的市民兴致勃勃地挑选中意
的商品，和摊主讨价还价。现场吆喝声、讨价还
价声此起彼伏，一时间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

活动还设置了宣传区，志愿者向居民们普
及环保、创建文明城市、移风易俗等知识，倡导
绿色生活方式的同时，引导居民识别家里的低
价值可回收物品，增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旧物置换’文明市集活动将常态化举
行，通过开展置换活动，让废旧物品‘活’起来，
在生活中逐步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习惯，践行
环保理念。”志愿者郭小娟说道。

今年以来，玉门市聚焦群众所思所盼，除
了“旧物置换”文明市集，公益电影放映、暑期

“红领巾爱心托管班”、文明婚俗漫画展等多种
形式丰富的活动以“小切口”带动“大变化”，推
动文明实践融入群众生活、走进群众心坎。

陕西汉中市
数字赋能

“文明”汉中“新力量”
◎ 汉中文

近年来，陕西省汉中市聚焦群众数字需
求，以数字化建设赋能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
展，不断探索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发展新路径，
让文明的力量不断延伸。

文明承载历史文化。在汉中市博物馆，全
景数字化展厅、《山南戏乐图》系列数字文创产
品，通过AR漫游汉博，满足青少年研学体验。
汉中市对全市293件套可移动文物进行二维、
三维数字采集和建模制作，对119个市级非遗
项目记录影像，让技艺长存，文物“永生”，博物
馆越来越“奇妙”。

文明乐享数字生活。朱鹮有鸟中“东方宝
石”之称，也是汉中的一张名片。如今，打开手
机，不仅能围观到朱鹮的慢直播，还能收听“五
分钟”微宣讲，点赞“老苗正能量”和市民喜爱
的“小夏看文明”节目，有困难和需求还可以点
单，实现“志愿云呼叫”……这些文明实践品牌
项目，让群众乐享“数字”文化新生活。

文明提升公共服务。“汉小美”AI政务服
务、社会治理“一格通”“汉中e同管”“12345市
民热线”……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汉中智
慧城市基础信息平台将中心城区20余万个城
市部件数据汇聚，初步实现“一屏观全域”，34
个智慧社区为社区群众提供政务、教育、医护
及生活互助等多种便捷服务，同时也提升了公
共服务的效率与水平。

文明赋能乡村振兴。在汉中市留坝县的路
边、广场或景点，时常会看到类似报亭的玻璃
房子，其白色的框架和透亮的玻璃干净简洁，
引人注目，这就是留坝的“阳光房”，事实上它
是一个个可回收垃圾自助投放点，扫码注册后
就可以在“阳光房”领取回收袋，放入可回收物
品，“阳光房”通过收集垃圾给群众返现的方
式，让群众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变被动为
主动。除此之外，略阳县徐家坪镇的“乡村有
数”智转数改融合示范平台，为文明乡村装上

“智慧大脑”；南郑区的国家级非遗“汉中藤编”
通过网络远销海外……“数字建设+精神文明”
正在不断为这里的乡村振兴加码赋能。

文明传递精神力量。近些年，汉中坚持通
过网络文明建设构筑市民精神家园。在汉中文
明网、文明汉中微信公众平台常年开设“道德
模范事迹展播”“汉中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最
美系列人物”等内容丰富的网络报道专题。70
载忠贞不渝家国情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获得者“九旬老兵”杜发荣，为信仰坚守的“中
国好人”红军墓“守墓人”王显明，历时9年坚
持为女儿手绘73本书皮、感动无数网友的暖
心父亲“书皮爸爸”李晓东……他们的事迹通
过“网络+数字”传遍天汉大地，已成为温暖千
家万户的精神力量。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数字”的触角已
延伸至汉中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看不见
的数字力量，如滚滚汉江水一般“日夜流淌”，
正在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幸福生活“升级”，带
来源源不断的“新力量”。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二号煤矿
应对“烤”验有“凉”策

本报讯（赵鹏张殿权）近日，陕煤集团黄陵
矿业公司二号煤矿开展了以“情系一线 夏送
清凉”为主题的送清凉活动，为坚守一线的职
工送去了防暑降温礼包，及西瓜、绿豆、茶叶、
菊花、饮料等清凉慰问品，将关心关爱送给一
线劳动者的同时，深入了解一线劳动者生产生
活情况及防暑降温等劳动保护工作。

据悉，该矿每年坚持开展关爱职工“夏送
清凉”活动，为一线职工送去关怀，切实保障了
高温期间广大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身体健康
与人身安全，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和职
工队伍稳定，把服务一线职工、关爱一线职工
工作落到实处，让黄陵矿业这个大家庭更有
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