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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筑梦 情满深山
——记“中国好人”关艳

◎ 本报记者刘旭飞

今日看点

“银发列车”
让老年人畅享“诗和远方”

A4 聚 焦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发展，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近年来，银发旅游列车作为一种新型的老

年旅游和社交方式，逐渐受到欢迎。它不仅为

老年人提供了休闲娱乐的机会，还成为他们

拓展社交圈、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平台。

基层有舞台 群众是知音
——陕西不断夯实精神文明建设基础

◎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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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宣讲群众爱听

2024年7月17日，陕西省“文明实践我行
动”暨“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
建设（陕南片区）示范活动在山阳县举行，这
是全省首场示范活动。活动以“文明实践·艺
耀三秦”为主题，由省委文明办、省文联主办。
省曲艺家协会、省音乐家协会等协会代表与商
洛市8支文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和当地群

众共计900余人参加活动。
在推进“文明实践我行动”暨“强基工

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
陕西省各地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等，组织宣讲骨干力量，以“宣
讲+文艺”的形式，深入基层宣讲，让党的创新
理论落地生根。

“一道道水，一道道川，满山的花儿朵朵
开。咱乡村振兴大发展，17万人民日子甜……”
2024年8月14日，一场说书演出在延安市安
塞区茶坊村举行。这是安塞区志愿者赵华英
自编自唱的说书演出，他用老百姓听得懂、愿
意听、喜欢听的形式，把党的新政策说给乡亲
们听。

新时代如何讲好延安故事？延安市以“宣
讲+文艺”的形式开展分众化、差异化宣讲活
动700余场次，受众35万余人次。利用重要
时间节点、重大节庆和传统节日，通过进小
区、到广场、下乡村等方式策划举办“村歌嘹
亮”“文化戏曲”“群众广场舞”等系列主题文
艺活动500余场次，为全市30万余名群众送
上精神食粮，用“文化大餐”擦亮群众生活幸
福底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渭南市迅速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通过理论宣讲、节目
展演、义赠书画作品等形式，开展“文明实践
我行动”暨“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
文明建设活动百余场次。潼关黄河老腔艺术团
的新剧目《三中全会喜讯传》，表演生动、唱腔
激昂，使广大群众更深刻理解和领会全会精

神，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艺耀三秦”常在基层

2024年8月16日，“文明实践·艺耀三秦”
主题汇演在麟游县正式开启，整场演出分为

“奋进新时代”“走进新生活”“谱写新篇章”三
大篇章。文艺志愿者通过音乐快板、相声小
品、歌舞戏曲等形式，为当地群众送上了高质
量的“文化大餐”。

2024年以来，陕西省委文明办突出统筹
谋划，联合省文联，积极动员文艺志愿者参与
文明实践，打造了“文明实践·艺耀三秦”品
牌。省级组织开展的在麟游、山阳、合阳、子洲
的4场示范活动，推动100多家文艺家协会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结对签约，
2000余名文艺志愿者直接参与文明实践、服
务广大群众。全省各地紧紧围绕“文艺志愿服
务人民”主题，聚焦群众需求，积极与文联、团
委、文旅等单位结对共建，共同开展文艺送基
层活动。

文艺赋能，省市县三级联动。杨凌示范区
围绕“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持续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
扎实开展“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品牌活动40
场次，精心策划组织“中国年味”摄影展、“春
到万家欢乐迎新春”文艺会演等文化活动92
场，极大满足了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安康市汉滨区发挥文明单位优势，积极开
展结对共建活动，把文明实践之所需与文艺志
愿服务之所能结合起来，推动各类优质资源下
沉，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

“文明集市”上收获多

“快来赶集啦！这里的‘文明集市’好热闹。”
2024年12月13日，一场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
集市服务活动在西乡县西雅鑫城小区如火如荼
地开展。志愿者摆摊设点，开展政策宣传、法律
知识宣讲、义诊义剪等贴心服务，大家在充满

“烟火气”的集市里感受茶乡的“文明范儿”。
在推进“文明实践我行动”暨“强基工

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
陕西省各地因势利导，以文明实践为抓手，积
极整合多方资源，吸引教育文化、科技科普、
健康体育、应急保障等部门参与，创新推出

“文明实践集市”，将各单位各部门服务群众
的项目以集市的形式展示，让群众可以“一站
式”体验各种服务。截至目前，全省已打造了

“铜行动·纳百川”“榆见美 众享惠”“幸福家
益起来”“悦邻里 幸福汇”“雍心帮”等多个文
明实践集市品牌。

2024年10月11日，重阳节。铜川药王山
上，文明实践集市服务活动火热开展。老人们
体验了健康义诊、爱心理发等服务，享受节日
的温馨与快乐。志愿者丁淑芳说：“作为一名
老年志愿者，我要继续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
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文明实践彰显时代魅力，三秦大地劲吹文
明新风。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者纷纷表
示，要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进一步实起来、
活起来、强起来，让更多文明实践的“种子”扎
根百姓生活，不断凝聚起谱写陕西新篇、争做
西部示范的澎湃力量。

员工心得字数不符被罚款
企业岂能如此任性

有媒体报道，武汉一公司要求员工围绕年会
董事长讲话及公司管理规定等撰写学习心得体
会，规定字数800-1000字，对超出/不足字数要
求的员工，按照5元/字的标准处罚。有员工超出
1398字被罚6990元，也有员工少3个字被罚15
元。此事被曝光后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编辑点评：公司让员工撰写学习心得体会，本
是期望加强员工对公司理念与规定的认知和认
同，这是常见的管理手段。然而，单纯依据字数不
足或超出就予以罚款，这种做法着实存在诸多不
妥之处。一方面，公司以罚代管的模式，极易致使
员工为了凑字数而敷衍了事，从而丧失了原本应
有的促进思考和深度学习的功效，甚至可能激起
员工内心的抵触，进而对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及对
公司的归属感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公司在员
工行为未对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实施罚
款，是对员工工资的违法剥夺，于法无据，劳动监
察部门“一查一个准”。

在公司管理中，应着重凸显人性化与合理性，
以引导和激励为主要手段，而非过度依赖惩罚措
施。针对此次事件，该公司有必要重新审视其规定
与处罚方式，更加注重与员工的沟通交流，努力探
寻更为科学且能有效激发员工积极性的管理路
径。同时，这也给其他企业敲响了警钟，在制定规
章制度时，必须全面考量员工的感受与实际状况，
坚决避免类似简单生硬的做法，携手共建一个积
极、健康、和谐的工作环境。

天津今年将提升改造
80个口袋公园

新华社天津2月16日电（记者 王宁 隋福毅）
记者从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获悉，2025年，天
津计划提升改造80个口袋公园，将根据周围社区
的特点和居民需求，规划出更为人性化的绿色空
间。目前，第一批口袋公园已启动前期准备工作，
预计3月底前动工。

口袋公园是一种规模较小、布局灵活的城市
公共绿地空间，通常利用城市中的边角地、闲置地
或微小空间改造而成，旨在为市民提供便捷的休
闲场所，改善城市环境。

2024年，天津成功开建了56座口袋公园，其
中不乏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内涵的项目。例如，天
津红桥区西关北街甲骨文文化主题公园结合当地
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仅有甲骨文雕塑，还设置了百
家姓文化墙。

“口袋公园是我们对生活品质的重新定义，应
该成为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天津市城市
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蔺金太说，天津的口
袋公园突出“因地制宜”和“便民亲民”的设计理念，
每座公园都精心考虑到周围居民的生活需求，设置
了各类健身器材、休闲设施，布置了亲子互动空间。

自2021年以来，天津市对城市小型开敞空间
进行充分活化利用，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推窗见
绿、出门进园”正逐步变成现实。目前，天津市已有
口袋公园305个，分布于小区、道路、商业区等区
域和空间内。

蔺金太表示，通过“留白增绿、拆违建绿、见缝
插绿”等方式，天津充分发挥口袋公园“小而精、多
而密、分布均匀”的特点，把城市中不起眼的边角
地带打造成集景观赏玩、游憩服务、文化展示等功
能于一体的公共生态空间，不断打造北方津派园
林绿化体系，提升城市生态品质。

宁夏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
暨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高菲）2月11日，宁夏习近平文化思
想研讨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座谈会在银
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达
学习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
座谈会精神，表扬奖励全区有关获奖单位和个人，
总结经验，安排下一步全区文艺创作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
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
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各地各单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学细悟笃行，
自觉将其作为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

会议强调，要聚焦创作富有宁夏特色、在全国
叫得响的文艺精品，坚持问题导向，紧跟时代步
伐，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生态，着力在提站位
强素质、补短板强弱项、出成果出人才、促创新增
活力、抓环境优服务上下功夫、求突破，围绕红色
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和民族团结进步文化，
推进“西海固文学”、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创作生
产一批、打磨提升一批、谋划储备一批优秀作品，
发挥以文化心、以文化人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
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力量。

1 月 23 日晚，凤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广场人头攒动，

游客和凤县的羌族姑娘小伙

们一起围着篝火跳起欢快的萨朗舞。这

是凤县开展“镇镇一台戏，村村都来演”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场景。羌歌、羌

笛、口弦演奏等丰富多彩的羌族原生态

展演，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服务人民。2024

年以来，陕西省深入推进“文明实践我行

动”暨“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

神文明建设活动，广泛动员崇德尚艺、甘

于奉献的文艺志愿者深入基层、扎根群

众，以基层一线为舞台，以人民群众为知

音，扎实开展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把更多带有“烟火气”、充满“人情

味”、激发“共鸣感”的好作品献给群众，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夯实

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基础。

本报讯（记者 朱乔明 王露 刘旭飞）培
根铸魂，启智润心。2月17日，四川省都江
堰市南桥广场上春意融融，都江堰市“我们
的节日·雨水”暨中小学春季“开学第一课”
活动在这里举行。此次活动由成都市精神
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都江堰市委宣传部
（都江堰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都江堰
市教育局承办，精神文明报社、都江堰市灌
州小学校共同协办，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雨水节民俗文化内涵，
激发广大中小学生对家乡传统文化的兴趣
和热爱，引导孩子们从“开学第一课”中汲
取精神力量，自觉肩负起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

当天上午，在《二十四节气歌》的悦耳音
乐声中，都江堰市“我们的节日·雨水”暨中
小学春季“开学第一课”活动拉开帷幕。课程
分文趣、乐趣、玩趣、食趣4个篇章，通过老
师传授节气知识、学生汇报观察心得、专家
解读传统民俗以及表演情景剧、开展飞花令
等方式，向现场观众生动介绍了雨水节的来
历、节气文化与自然变化等，并通过展示罐
罐肉、红棉带等传统民俗文化载体，引导孩

子们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坚定文
化自信、塑造美好品格，为家庭幸福、社会和
谐、祖国繁荣立志奋斗。

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成都市精
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有关领导，都江堰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都江堰市
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
都江堰市各镇（街道）分管精神文明建设负
责人，都江堰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各科室（直
属单位）负责人，都江堰市各中小学校负责
人，都江堰市灌州小学校部分学生、教师及
家长代表等约300人参与活动。

活动现场，都江堰市灌州小学校学生
陈琦嫣满怀自豪地说：“这场活动使我对家
乡的文化有了更多了解，感到非常骄傲。今
后，我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告诉更多人我们的文化
有多棒！”

都江堰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今天这个特殊的节点，将‘我们的节日·雨
水’与‘开学第一课’相结合，有着深远的意
义。雨水节，既是孝亲节，更是感恩节。清明
节，人们用丰收的五谷感恩率众建堰的李

冰父子；雨水节，我们用红棉带、罐罐肉、竹
椅子感恩生我养我的父母。我们要以雨水
节为契机，在孩子们的心中厚植孝老爱亲
的理念，扎实推进我市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日常学习
和生活中，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和发扬者。”

都江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
负责人指出，都江堰市始终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
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
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更高质量的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以传统节气为纽带，
厚植文明实践土壤，深入挖掘本土传统文
化内涵，让未成年人在节气文化的浸润中
坚定文化自信，践行孝老爱亲，弘扬传统
美德。下一步，都江堰市将持续推进“我们
的节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和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进一步促
进市民文明素养和城市文明内涵同步提
升，为高质量推进“五大新城”建设注入强
劲精神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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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 涵养家国情怀
四川都江堰市举办“我们的节日·雨水”暨中小学春季“开学第一课”活动

在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校，有一间不
足50平方米的乒乓球室，这里见证了一位退而
不休的教练与一群山里孩子的乒乓之缘，她就是
世界冠军林诗栋的启蒙教练——关艳。退休后的
关艳选择走进大山深处，用小小的乒乓球为山里
的孩子们铺就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今年1月，
关艳获评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

/ 情系山里娃 /

“能为这些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算
继续发光发热了。”2021年，当关艳听到海南体
育职业技术学院训练部主任谢坚那句“黎族苗
族孩子们或许能通过乒乓球改变命运”时，她的
心被深深触动了。原本计划环游中国的她，毅然
和丈夫李华先来到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校，组
建起这里的第一支黎苗少年儿童乒乓球队。

当时，水满中心学校的孩子们对乒乓球几
乎一无所知。面对一群充满好奇却又全无基础
的孩子，关艳没有退缩，她和丈夫把闲置的教
室改造成乒乓球室，从零基础开始一步步教孩
子们握拍、发球、接球，每一个动作都倾注了她
和丈夫的心血。

关艳告诉记者：“我想让这些孩子通过乒
乓球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希望乒乓球能成为他
们改变命运的钥匙。”在她的悉心教导下，孩子
们的乒乓球水平日益提高，眼里闪烁着对未来
的憧憬。2022年，关艳率队在海南省组织的比
赛中取得优异成绩，2024年更是在全国青少
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儿系列巡回赛（海南站）中
摘金夺银，获得了多个组别的冠军和亚军，创
造了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校乒乓球比赛的最
好成绩。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