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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
美好新生活

值班编委 官国雄

在高原唱响文明赞歌
——四川甘孜州找准“发力点”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接地气暖人心

◎ 本报记者朱乔明 标题新闻

编辑 何纯佳 版式 龚华林 校对 李红

11月24日，湖南长沙县市民在社
交媒体平台晒出一份该县卫生健康局
向他出具的《依法履职处理意见书》，
文件仅200余字，却有多达7处错别
字，包括“呈沙医院”“指释中心”“急技
任务”“技护车”“操作合手机支架”“整
领学习”“关似事情”等。此事引发热
议。长沙县卫生健康局发布通报称：经
查，11月21日，工作人员通过电脑软
件将投诉回复件转换成电子文档，未
对电子文档进行校核便直接打印成红
头文件，盖章邮寄至投诉当事人。

编辑点评：红头文件是政府机关
发布政策措施、指示命令等内容的规
范性文本。具体到新闻中这份红头文
件，并不是内部普通文书，而是发给群
众的官方回复，代表着相关部门的“脸
面”。其短短200余字，却有多达7处的
错别字，实在让人意外，也贻笑大方。
故不少声音认为，这份错误百出的红
头文件，表面上错的是文字，损害的却
是相关部门的形象，也损害了红头文

件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信力，造成了
不良的社会影响，实属不该。据报道，
目前涉事工作人员已被停职调查，相
关责任领导已按程序启动问责。这当
然是应该的。

细节之处见真章，错误百出的红
头文件，恐怕折射出相关单位的工作
人员工作态度轻率、责任心不强、服务
意识淡薄。用一些网友的质疑来说，将
投诉回复件转换成电子文档，不逐字
逐句校对么？从撰稿到文本转换再到
盖章邮寄等，没有严格的程序、不履行
一定的手续吗？要知道，印发任何红头
文件，都是极其严肃的行政行为，都应
有严格的审核机制。故而，当地在问责
相关责任人员之余，还应开展思想作
风、工作作风整顿，强化法治观念，增
强责任意识，并堵住管理漏洞，构建红
头文件内容审查纠错的严格机制，全
面提升服务群众的水平和能力。200余
字公文 7 处错误，也值得其他地方各
级各类行政部门吸取教训。作风实，文
风才会正。

近年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始终坚定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学习实践科学
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
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五大任务，以“发
挥阵地力量、做实文化服务、增强品牌引力”为发力
点，大力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各类接地
气、有活力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蓬勃开展，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发挥阵地力量
提升文明实践质效

11月19日，甘孜州泸定县岚安乡村民杨勇在村

居间奔走，挨家挨户为乡亲们发放健康知识宣传资
料。作为一名志愿者，杨勇参加岚安乡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的文明实践活动已有3年，此次乡里组织
开展“携手共筑防线，守护健康家园”重大传染病防
治宣传教育行动，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志愿者。近段时
间天气干燥，在入户宣传重大传染病防治知识时，志
愿者们也不忘叮嘱乡亲们重视森林防火，为推动乡
村治理注入文明实践之力。

岚安乡党委副书记张霞向记者介绍，岚安乡辖4
个行政村10个村民小组，目前全覆盖建立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4个，有党员先锋、
巾帼、应急、法治、环境卫生、理论宣讲等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伍13支，志愿者200余人，今年以
来已开展文明实践活动17场次，惠及群众2000余
人，乡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文明实践活动带
来的便利，文明新风不断吹入百姓心间。

在甘孜州，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如点点
繁星撒落在壮美高原。以建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为抓手，甘孜州不断锻造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积
极开展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将文明实践触角
延伸至乡镇社区，全州全覆盖构建起“15分钟文明实
践圈”，通过阵地共建、队伍共用、资源共享等方式协
同推进文明实践，做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活动
就延伸到哪里”。

每月的10号、20号和月底，丹巴县巴旺乡光都
村70岁以上的老人都会欢聚一堂，欢声笑语回荡在
村党群服务中心前的文化广场上，志愿者益西志玛
和其他志愿者将热气腾腾的菜饭一一摆上桌来，老
人们的心里暖暖的。自从巴旺乡光都村于2022年开
展“孝行巴吾”文明实践活动以来，年近80岁的胡永
成总会来这里和乡亲们聚一聚，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会组织志愿者为老人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举办
一场微型联欢会，和老人们拉一拉家常。针对腿脚不
便的老人，志愿者还会在周末开展上门服务，为老人
们料理家务，打扫庭院，让每一位老人都得到无微不
至的关怀。 （下转2版）

促毕业生就业，全国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专项行动将举办

南水北调工程累计调水765亿立方米

江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已达61.2%

“环境应急·2024”嘉陵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举行

医保新福利：新增5种门诊慢特病实现跨省直接结算

第八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在贵阳举办

本报讯（记者 赵青）11月 30日，
第二届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前沿论坛
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主办，湖北省
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院、华中科技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中科技大学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承办。

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商
志晓，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喻立平，江苏省苏州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杨芳，中共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刘
东超，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院长、教授傅才武，北京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邢国忠结合相关
工作经验和研究领域，在论坛上作主
旨报告。

交流环节，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清科，中共武昌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世斌，江西省新

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副主任郭春
林，陕西省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办公室主任高昀，湖北省宜都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何英，湖北省十堰市
郧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海伦，山
东省荣成市东岛刘家村党支部书记、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刘俊军基于基
层文明实践案例，围绕各地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情况、实践困境和实际工
作经验等进行分享。

中宣部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元开
放、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
师林中伟、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王江伟结合相关工作经
验和研究领域作分享报告。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此次论坛汇
聚多方智慧，促进了思想碰撞与交流。
未来愿携手并进，共同努力推动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向更高层次、更
深维度、更广范围发展，不断谱写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的新篇章。

论坛发言摘编见2版

新华社太原11月30日电（记者
王怡静）记者近日从山西省住建厅获
悉，针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存在的
施工方式粗放、施工过程扰民、与后期
管理衔接不畅等问题，山西从严把质
量关、加强部门统筹、健全监管体系等
方面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精细化。

山西省住建厅近日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规范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建
设组织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把施工质
量安全关，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改造成
果要以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标
准；做好前期工作，加强部门统筹，构
建业主参与、担责、诚信的项目改造治
理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做好公示工

作，有序推进改造工作；严格施工管
理，落实绿色施工；建立长效机制，强
化工程验收保修；健全监管体系，巩固
改造工程成果。

通知还要求，未取得施工许可证
的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开工，严格落实
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加强建设全
过程管理，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标准，按
规定组织工程竣工验收；鼓励区域集
成，将相对集中的小区作为一个实施
单元，实施连片改造，积极推行工程总
承包模式；鼓励集成改造，统筹推动管
线改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同步
实施，减少施工对小区居民生活的影
响和重复建设现象。

11月29日，在天府家风馆内，一个个四川历史文
化名人家风故事轮番上演，一场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
设办公室主办，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承办，精神文明报社、成都传媒集团·红
星教育等协办的2024年四川省历史文化名人家风大
讲堂在这里开讲，传递向上向善的社会正能量。

此次活动以“德耀巴蜀 好风传家”为主题，旨在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培育弘扬
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讲家风故事
以名人家风引领文明新风尚

四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涌现出一
批又一批名人巨匠，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
神品格，闪烁着巴蜀人民独特的气质风范。近年来，
四川省不断深入挖掘、提炼打磨这些历史文化名人
的家风故事，持续弘扬他们优秀的家风、家训、家规。

此次活动选取了4位兼具故事性和典型性的历
史文化名人家庭及家族代表，通过生动解读与文艺
演绎相结合的形式，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四川历

史文化名人的优良家教家风魅力。
诸葛亮家风故事分享，展现了诸葛亮为国家“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以及“静以修身，俭以
养德”的传统美德，讲述了他“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的优良家风对后人的影响。

情景剧《对话李调元》，展现了李调元彰善瘅恶、
救患恤贫、谦恭处世、修德行善的家门风范。

杨升庵家风故事分享，将杨升庵在优良家风润
泽下，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故事娓娓道
来，让在场观众充分感受到家风的力量，深受教育与
鼓舞。

“三苏”家风故事分享，展现了苏洵、苏轼、苏辙父
子三人清廉正直、循理无私的精神品格以及不惧辛
劳、不辱使命、不忘家国、不要自傲的家风家训，为观
众们解锁了“三苏”家族人才辈出、瓜瓞绵绵的密码。

演家风华章
在名人家风中汲取精神养分

在现场，精彩的家风故事文艺节目表演更是将
大讲堂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四川清音的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任平与成都曲艺团携手带来四川清音《中华
家风》表演，以有情有调的传统唱腔、有滋有味的鼓
板伴唱，还原出原汁原味的四川清音之美，展现中华
民族五千年家风家训代代相传的佳话。

随后，舞蹈《邂逅蜀相》《升庵》、歌舞《家风百代》
等节目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展现了优良家风的
传承与弘扬。

最后，伴随着婉转悠扬的旋律和曼妙动人的舞
姿，本次大讲堂活动在舞蹈表演《家风中国》中缓缓
落下帷幕。

树时代新风
好家风涵养社会好风气

家风的传承，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情感与记忆、折
射出不同时代的道德风貌与精神气质。在聆听了承
载着巴蜀记忆的家风故事后，现场观众纷纷表示他
们感受到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将努力
传承家庭美德，弘扬优良家风。

好家风的核心要点在于传承与践行。近年来，四
川省充分挖掘名人家风故事，厚植道德沃土根基，通
过选树先进典型、大力推动文明家庭建设、打造“红
色家风故事会”“名人家风大讲堂”“先进典型家风
谈”等主题品牌活动，全力助力优良家风传承。四川
各地区始终坚定不移地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根基所在，把构建文明家庭、推行科学的
家教方法、传承优秀的家风文化当作关键重点任务，
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社会主义家庭文明建设工作，
致力于让优良家风吹入千家万户，让优良家风点亮
万家灯火，让家庭文明之风吹遍巴蜀大地。

接下来，四川省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
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构建中华传统美
德传承体系的重大部署，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挖
掘四川历史名人家风资源，加强系统梳理、深化研究
阐释，融入国民教育、走进百姓生活，大力推动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让耕读传家、崇德治家、廉洁齐家、勤俭持家等优良
家风代代传承，提高人们道德修养、增强人们家国情
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丰厚
道德滋养和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届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前沿论坛举行

山西：积极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精细化

200余字公文7处错误，
作风不实的投射

好家风润泽天府大地
——2024年四川省历史文化名人家风大讲堂侧记

◎ 本报记者袁矛

近年来，河南省洛阳市践
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落实多级“河长制”，推进河湖

“清四乱”行动和美丽河湖创
建，坚持河道治理与生态绿化、
湿地修复与生活休闲结合，持
续改善提升水环境和人居环
境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图为11月30日，
河南省洛阳市洛河（隋唐大运
河通济渠段）两岸冬景宜人，在
瀛洲桥湿地公园内，层林尽染，
色彩斑斓与清澈河水相映，美
不胜收。 黄政伟摄

古运河冬日湿地生态美古运河冬日湿地生态美

节目节目《《家风中国家风中国》。》。袁矛袁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