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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文化担当 厚植道德土壤
——山东梁山县着力打造“厚道齐鲁地忠义梁山人”道德建设品牌

◎ 刘继华张洋

四川天全县

弘扬良好家风 培育文明新风
◎ 宋巧雯

山东省梁山县是《水浒传》故事的发祥地，
千年水浒遗风，涵养了梁山人“忠义仁孝、诚信
友爱”的高尚情操。近年来，梁山县深入挖掘水
浒文化中“忠义”精神所蕴含的优秀道德因子，
全面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不断擦亮“忠义梁山
人”道德品牌，引导全社会形成人人向善、见贤
思齐的良好氛围，为水泊大地增添了文化厚度
和道德底色。

深化典型选树
凝聚向上向善“正能量”

完善选树机制。梁山县印发《关于打造“厚
道齐鲁地 忠义梁山人”道德品牌的实施方案》，
完善典型选树、宣传推广、礼遇帮扶“三个机
制”，构建村、镇、县三级推荐选树链条，广泛开
展“岗位学雷锋标兵”“身边好人”“四德先模人
物”“新时代好少年”等选树活动。近年来，梁山
县共推荐省级道德模范提名奖2名、市级道德
模范19名，6人荣登“中国好人榜”，60人荣登

“山东好人榜”。
加大宣传推广。开展道德模范巡讲会、记

者见面会等主题活动，在融媒体平台开设《厚
道齐鲁地 忠义梁山人》《身边好人》专题栏目，
持续推进典型人物事迹宣传，去年以来，《毕奶

奶的志愿日记》《“冻”不住的爱！》等40余篇典
型事迹在主流媒体刊播。自编自演的《冰操之
颂》《父子双进士》道德文化剧目在基层广泛传
播，营造了浓厚的“好人文化”氛围。

强化礼遇帮扶。实施“美德信用+积分兑
换”工作模式，在全县设置18处“梁”好美德积
分兑换超市，鼓励居民参与志愿服务，获取信
用积分并兑换物品，让群众成为美德信用的参
与者和受益者。同时，出台《梁山县道德模范及
身边好人礼遇实施办法》，制定走访慰问、免费
体检、邀请模范代表参加全县重大节庆活动等
一系列优待礼遇措施，在全社会树立有德有
得、好人好报的道德导向。

弘扬志愿精神
打造城市文明“强磁场”

做强“及时雨”志愿服务品牌。紧密结合群
众需求，策划扶贫帮困“温馨雨”、政策技术“贴
心雨”、法律援助“暖心雨”、助学支教“爱心
雨”、就业创业“助新雨”、应急救援“救助雨”、
医疗健康“安心雨”7大“及时雨”品牌。将65个

“为老”志愿服务项目，62个“为小”项目，57个
“为困难群体”项目，44个“为需要心理疏导和
慰藉人群”项目，81个“为社会公共需要”项目

纳入“及时雨”总项目库，为群众提供日常“点
单”和“派单”服务。

推进网格志愿服务“五进”工程。出台《关
于加强全县网格志愿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实施站点进网格、队伍进网格、项目进网格、活
动进网格、嘉许机制进网格的“五进”工程，建
立“网格员呼叫、志愿者报到”活动机制，依托
社区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帆驿站
等阵地建立志愿服务站，引导专业志愿服务队
伍和社会组织融入网格管理体系，精确掌握群
众需求，点对点开展志愿服务。

画好黄河滩区文明实践“同心圆”。打造
“梦圆黄河滩 五为同心圆”新时代文明实践展
示带，为滩区群众量身打造“同心圆”特色品
牌，在沿黄乡镇建设5处“所馆合一”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将2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传统
村落、乡村旅游景区深度融合，打造文化学习
和宣传教育的综合阵地，开展“黄河新语”、“河
小青”科普体验、“心驻滩区”等黄河元素文明
实践活动，提升滩区群众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推动道德培育
倡树美德健康“新风尚”

扎实推进立德树人。聚焦未成年人德育建

设，拓展“云讲堂”宣讲新模式，在红色文化、典
型人物事迹、心理健康等方面，制作发布12期
特色线上课程，开播以来累计观看15万余人
次。将“线上+线下”“理论+实践”有效结合，开
展“文明实践 朗朗少年”国学经典诵读、“童心
画美德”、“小小阅读宣讲员”、“黄河文化润童
心”等活动，全面促进青少年德育成长。

创新开展移风易俗。围绕婚俗改革和倡树
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开展“抵制高价彩礼 倡树
文明新风”集中宣传月、“村规民约进集市”等
活动，原创歌曲《文明梁山水泊新风》入选全国
第四届“县乡长说唱移风易俗”优秀节目展演。
每年在5月20日和七夕节期间举办大型公益
相亲会、11月11日举办“山盟海誓 爱满梁山”
新中式集体婚礼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树立喜事
新办的新观念。

大力营造良好家风。广泛开展“好婆婆好
媳妇”“文明家庭”评选活动，邀请文明家庭代
表参加移风易俗宣传、家风故事宣讲活动50
余场。利用春节、元宵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
年节、端午节等节日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
230余场，弘扬良好家风家训。打造“情暖夕阳”

“幸福来敲门”等项目，为3200多名失能老人
和特困老人开展居家照护服务，形成人人孝
老、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

2024 年，四川省天全县以“弘扬良好家
风 培育文明新风”为主题，多措并举抓实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引导全县人民“树优良家
风，育文明新风”，促进家庭成员在道德修养、
文化传承等方面共同进步，让家风力量得到
有效彰显。

突出榜样引领，全要素凝聚向上力量。持
续开展推荐陈怀炯同志为第九届全国道德模
范候选人相关工作，参加“德耀巴蜀 好风传
家”2024年四川省先进典型家风谈活动，以
《“大先生”的传家宝》为题，演绎新时代家风
建设的天全实践。以“陈怀炯家庭安分守正、
轻财重义、行善积德、真诚为人”“李元淑家庭
患难与共、并肩前行”“姚汉香家庭用爱托起
四代人的幸福”等为题，开展道德模范、先进
典型暨文明家庭优秀家风学习宣传活动 32
场。发挥天全县红军纪念馆廉洁文化基地、新
华乡孝廉村阿婆庙家风家教创新实践基地、
各乡镇家风院坝等家风文化阵地作用，推动

“童心绘家风”“好家风 晒出来”“最美家庭”

“孝老典范”先进典型宣讲等好家风实践活动
深入开展。

着力活动实践，全覆盖弘扬优良家风。开
展“赏年画·过大年”“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
动”“粽香千里 雅韵万家”“我和祖国共奋斗
二郎山下迎中秋”等主题活动，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常态开展暑期青
少年文明实践、“童心向党”“送家风故事、送
法治安全、送社会关爱”“家风故事分享暨家
庭文化进机关”活动，开展以“文明祭扫”“垃
圾分类”“红色九月”“节约粮食”以及“抵制高
价彩礼 倡导文明婚俗”“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
革命精神”等为主题的活动350余场。征集优
秀家风主题征文、视频、书法、绘画作品 38
件，引导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将“家规、家训、
家风”等元素融入日常教育，开展“红色教育·
家风家教”主题教育实践活动46场，通过亲
子阅读、主题征文、主题演讲比赛，以“学习成
长”“家庭关系”等为主题的班会、专题讲座、
家长座谈等，引领全县中小学生家庭树立良

好家风家规意识。
加强宣传统筹，全方位共育文明新风。印

发《天全县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任务清单》，构建部门、乡镇、村社共育体
系，开展家风家教知识讲座、家庭教育培训服
务进社区活动3期，推动建设“美丽庭院”，结
合青年联谊活动开展主题宣讲，引导广大青
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深化“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开展学雷锋、巾
帼志愿服务进小区等活动，推进婚姻家庭关
系调适、亲子关系指导、家庭教育指导等。通
过各级媒体推出《最是家风能致远》《齐家唯
忠厚 修身常耕读——雅安市文明家庭彭刚家
庭的家风故事》等本土好家风报道19篇，开
展移风易俗、天府好家规、清润雅安好家风等
线上展播12次。在景区、公园、村文化广场、
主要道路等区域设置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暨
优秀家训、家规、家风宣传点位103处，通过
各类平台加强各级文明家庭事迹宣传，不断
讲好家风故事、传承家教理念。

中国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时代精神的合奏

◎ 郜珏

2024 年 11 月 12 日，在“亘古无双胜境”的
武当山脚下，一股道德之风拂过。2024 年第三
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十堰市举
办，共有152人（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他们身上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又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德向善、见
贤思齐，是立德修身的重要方法论，中国好人
为我们树起了道德标杆，通过学习身边的榜
样，可以激发我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
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
接续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第三季度的

“中国好人”都是来自我们身边的平凡人物，
他们用不同的道德实践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
神动力和道德滋养，用当代道德操守诠释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这些道德精粹以
时代精神。

什么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是坚
持守岛 26 年、开荒植绿护鸟归的八旬老人李
相育；是走进乡村公益传承民乐、点亮乡村儿
童音乐梦想的退休职工李舒尤；是勇救落水女
子不幸献出生命的花甲老人黄富良……

什么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是高速公路跪地拦车、避免车辆陷落塌方
路段的六旬老人黄建度；是15米高空悬檐勇救
女童的“侠义”大叔蒋卫华；是只身逆行、两入火
场救出两位古稀老人的普通员工张仁富……

什么是“一言为重百金轻”？是坚守承诺、
半生奔波只为先烈正英名的退伍老兵臧永元；
是为偿“爱心账”而坚持公益捐助18年的七旬
五保老人王楚松；是用 12 年替亡兄还完 20 余
万元“良心债”的残疾“孤勇者”李瑞德……

什么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是三十年如一日托举深山瑶寨的孩子求
学梦的边境“守山人”蕉生定；是钻研养殖技术
26 年、助力产业振兴的乡村兽医布和白乙；是
60多年倾心梅林戏、广泛传扬文化瑰宝的非遗
传承人黎秀珍……

什么是“为人父母天下至善，为人子女天
下大孝”？是半个世纪守护亲情，将婆媳关系演
绎为母女情深的王杰芸；是2次“割皮救母”的

“95后”小伙儿胡成通；是八年如一日带瘫痪父
亲打工、用无微不至诠释“久病床前有孝子”的
陈庚生……

见贤思齐是“从善如登”的重要法宝，崇尚
英雄是“止于至善”的方向指引，争做先锋是

“修齐治平”的道德追求。“大厦之成，非一木之
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培育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是一个久
久为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好人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人们。通过学习以152位（组）中
国好人为代表的新时代文明榜样的感人事迹，
我们要自觉摒弃道德“钝感力”，不断培养见善
若惊的道德“触动感”和敏锐性，时刻保持慎
独、慎微、慎初，高情远致、明德惟馨，在提高社
会现代文明程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路
上驰而不息，让德善之光闪耀文明之国！

云南曲靖市麒麟区
道德讲堂

讲身边模范故事

本报讯（张亚玲雷朴理）近日，由云南省曲
靖市麒麟区委宣传部与区文明办主办、白石江
街道承办的麒麟区白石江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新思想大讲堂活动在白石江街道举行。

在唱歌曲环节，全体人员齐声学唱《好人
就在身边》，用悠扬的歌声传递温情与善意，
营造出温暖的活动氛围。紧接着，宣讲员生
动讲述了白石江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
熊云才的先进事迹。诵经典环节，众人齐声
诵读《荀子·劝学篇》中的经典名句，让大家
领悟其中蕴含的敬业乐业、扎根基层的深刻
内涵与哲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
道德理念的交融与传承。活动接近尾声时，
工作人员为嘉宾送上饱含美好寓意的春联
和福字，传递“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传统道
德理念，送上吉祥祝福。

“聆听了熊云才的爱岗敬业故事，我感受
到一股榜样的力量正在深深激励着我。作为
党建办的一名青年干部，我将在今后的工作
与生活中，把今天的所思所得转化为实际行
动，用良好的工作成绩体现本次道德讲堂的
实效。”白石江街道基层党建办公室一位工
作人员说。

本报讯（王晶晶）近日，山西省黎城县精神
文明创建中心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道德模
范”宣讲报告会，充分发挥道德模范在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良好道德风尚
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

宣讲中，“中国好人”、黎城县黄崖洞中心小
学校教师张严军和黎城县学雷锋志愿者协会会
长芦海丽，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饱满的
情感分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为现场观众送上
了一场触动心灵、激励前行的精神“大餐”。

此次宣讲报告会，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
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用“小
故事”讲述“大情怀”，以“好榜样”引领“好风
气”，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
价值导向和良好风尚。

甘肃瓜州县
“光盘行动”
引领节俭新风尚

本报讯（张晓彤 颜玮 李金印）连日来，甘
肃省瓜州县深入推进“倡导文明餐桌、制止餐
饮浪费”行动，在用心守护群众“舌尖”上安全
的同时，大力倡导消费者杜绝餐饮浪费，积极
践行“光盘行动”，“厉行节约、拒绝浪费”理念
深入人心，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自觉习惯。

午餐时分，笔者跟随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走进瓜州县玉关宴本味餐厅，服务人
员正在为消费者进行饭后打包。“我们在日常
的餐饮服务中，会及时提醒客人适量点餐和
按人数点餐，用餐结束后会给客人提供免费
的打包盒和打包袋，避免浪费。厨房会根据客
流量精准把控食材的储备量，确保食材新鲜
的同时从源头减少浪费。”瓜州县玉关宴本味
餐厅负责人陈辉说。

瓜州县机关食堂自运营以来，从备餐和
烹饪两项流程上进行优化，防止浪费粮食。
同时，通过张贴宣传海报、摆放提示牌等方
式，营造出浓厚的节约粮食氛围，时刻提醒
干部职工珍惜粮食。“现在食堂里节约粮食
的氛围特别浓，我们也是根据自身饭量按需
取餐，单位也经常宣传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还在显眼的地方张贴了很多标语，让节约粮
食的意识深入人心，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也是对劳动成果的尊重。”瓜州县机关干部
鲁兵说。

近年来，瓜州县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
传，以餐桌文明带动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
升。同时，相关部门联动成立专项检查组，加
大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大力推行文明餐
桌“五个必须”“六项承诺”“十二项措施”，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全面提升全县餐饮
业服务水平。

“一卡通”刷出新风尚
◎ 袁海成

“滴”的一声，“刷脸”支付成功。2024年12
月2日中午，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纪委监委干
部曾冲在大庙乡开展“三大行动”专项督查。临
近中午饭点，曾冲一行3人来到大庙乡政府机
关食堂同该乡镇干部职工一道，往食堂“一卡
通”刷脸机前一站，脸部对准显示屏，2秒钟不
到，系统提示完成刷脸，曾冲领到了一份热气
腾腾的中餐。

2024 年，竹山县以县乡机关食堂“小切
口”做好纠治不正之风、推进基层减负“大文
章”，针对基层接待多、频次多、浪费多等问题，
以及干部下乡进城办事就餐难等困难，全面推
行县乡食堂就餐“一卡通”，实现“扫码签约、刷
脸就餐、一网结算”，有效规范了公务接待，减
轻了基层负担，遏制了“舌尖上的浪费”。

“以前我们镇上月均公务接待 30 多批
（次），每次都要确定人数、行程、就餐标准等，
工作量繁重，实行‘一卡通’后有效减轻了基层
负担。”宝丰镇镇长陈敬清说。

表面上是解决“吃”的小问题，实质上是事
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干部作风建设的大
文章。2024年3月，竹山县出台为基层减负“七
个精简”硬措施，规定确需在乡镇就餐，统一在
食堂吃自助餐，不得安排桌餐，不得要求陪餐。
如今，竹山县食堂就餐“一卡通”智慧平台已覆
盖1个县城机关食堂（云谷食堂）和17个乡镇
的机关食堂、3975名干部职工，党员干部在县
内下乡或进城开展公务活动主动到机关食堂

“刷脸”用餐也已成为常态。
“竹山县机关食堂‘一卡通’推行以来，全

县接待费同比减少30%，17个乡镇实现县内
公务活动‘零接待’，干部就餐支出同比减少
50%左右。”竹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晓琦介绍，下一步，该县将持续优化“一卡
通”监督预警系统功能，实现公务餐制度执行
情况全程动态监测，建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长
效机制，真正让机关食堂“一卡通”成为基层干
部的廉洁“防控卡”。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师生交通安全和文明出行意识，提高“知危险 会避险”能力，近日，贵州省余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走进余庆县小腮小学开
展冬季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每个学生的身边，让孩子们懂得安全的重要性，规范其出行行为。 罗胜谟摄

山西黎城县:举行道德模范宣讲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