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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进入攻
坚期，各单位各部门正在查漏补缺完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各种志愿服务活动也在有序开
展。但在全民创文大环境中，也有个别市民对
创文工作不太理解，认为创文是政府的事，是
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事实上，创文对于市民
来讲，人人有利，人人有责，人人有为。

创文人人有利。文明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和金字招牌，是市民幸福的底色。创建文明
城市，跻身全国文明城市行列，能极大地提
升邵阳知名度，提高市民自豪感；通过创建，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效打击各类社会
丑恶现象，使社会更稳定，治安秩序更好，能
增强市民安全感；通过创建，市民出行更为
便利，城市环境更美，更加生态宜居，能增强
市民舒适感；通过创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体系更加完善，让市民真正实现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能增强市民的幸福
感；通过创建，提升市民素质，构建和谐社
会，让市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能增强市民
归属感。同时，文明城市这个金字招牌还能

够吸引更多的外商来投资兴业，在创造税收
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劳动
收入，能够增强市民获得感。所以，创文对于
市民来讲是人人有利。

创文人人有责。城市文明不仅体现在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否完善上，更体现在市
民的日常行为中，创建文明城市的重点是提
升市民的文明素养。因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再好，如果市民的文明素养跟不上，城市的
管理和服务水平也难以上台阶。要营造良好
的社会秩序，除了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作保
障外，还要求每个市民要严格遵守秩序，遵纪
守法，崇德向善。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
锅汤。一个不文明事件会影响一个城市的文
明，一个恶性的案件会使城市形象受损。在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中，每一个市民都代表着城
市的形象，每一个市民都是城市形象的代言
人，市民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城市的文明底蕴，
创建文明城市是每一个市民的共同责任。

创文人人有为。市民要参与到创文中来，
就应从自身做起，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首先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广大市民要在思想上重视提升自身的
文明素养，自觉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建设，见贤思齐，见不贤
而自省，坚持创文从内心开始，从我做起。其
次要知行合一，做文明市民。市民应认真遵守
法律法规以及市民文明公约，严格规范个人
行为。购物乘车自觉排队；过马路遵守交通规
则，开车礼让行人；遛狗牵绳并及时清理粪
便；自觉爱护环境卫生，垃圾分类不乱扔，不
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高声喧哗；
及时劝阻和制止不文明现象。积极支持和参
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困难群众和弱势
群体，促进社会和谐。要弘扬扶危济困的传
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让困难群体感受
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对于外地来邵人员要
热情友善，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
感受到邵阳人的友善友好。

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美好家园。让我们
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提升自身文明
素养，讲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为创
建文明邵阳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创文是市民的共同责任
张才清

笔者所在的居民小
区，是一个农转非居民杂
居地，住户大多是单家独
栋，没有完善的小区管理
和物业服务。平时，一些急
着出门却丢垃圾不顺路的
人，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
偶尔会将生活垃圾放在自
家楼角，待方便的时候再
扔到公共垃圾池。

小区有一位年轻人，
每一次外出，只要看到临
街有居民来不及丢弃的垃
圾，总是默默地一路收集，
一并丢进垃圾池中。且长
年如此，从不间断。有时被
他人看到了，对他说：“别
人家的垃圾，他们自己会
处理的。你不必这样麻烦
自己。”他总是憨厚地笑
笑：“没事没事，顺手而已。”

这位年轻人的做法值
得称道，不但维护了小区
环境卫生，也提升了自身
修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幸福美好家园，我们
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内
外兼修，绘就文明底色，为
创文作贡献。

修“外”，即文明城市
创建要注重城市形象，展

现城市精细化的管理。它
不仅关系到市民幸福指
数，也影响着城市发展水
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
仅仅是基础完善、功能齐
备，更应该是城市管理精
细化、科学化，生活环境舒
适舒心便利，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让市民看
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修

“内”，即文明城市创建要
注重人文品质，展现市民
文明习惯。文明是一种修
养，是一种高尚品质和良
好行为，良好的文明习惯
需要每一个市民的自觉养
成。

文明城市建设需内外
兼修，也就是说既要注重
面子，又要注重里子。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这美好生
活需要每个人参与建设。
这其中，既包含物质文明
建设，又包含精神文明建
设。只有将两者融为一体，
才能使城市发展的“两条
腿”协调有力地行动起来，
才能使城市更加和谐更高
质量地发展，才能使生活
在其中的每个人的生活更
加美好和幸福。

内外兼修促创文
常言

前日，笔者乘公交车
出行时，看到这样一幕：
一位大妈提着大袋小包
上车后，旁边坐着的一个
小伙子立马起身说：“阿
姨，您坐这儿吧。”顺势接
过对方手中一只大提袋
放到座位旁。大妈抬头一
望小伙，感激地说：“谢谢
你！”情景温馨动人。

这不禁让我想起几
年前，也是有一次乘公交
车上班，遇见两个小伙子
为抢一个座位由争执而
动粗，最后在众乘客的劝
解和阻止下才“停火”，避
免了事态扩大。

公交车是个流动的
舞台，在这个周而复始、
往返不停的舞台上，每个
乘客都是“演员”，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上演着各种

“节目”。像上述的“抢座”
与“让座”的一幕就是例
证，这一“抢”一“让”，不
同 的 际 遇 ，不 同 的“ 演
员”，不同的立世态度和
处事方式，导致的结果也
大相径庭，文明与丑陋泾
渭分明，不由人不感慨。

“心大事则小，心小
事则大。”感慨之余，忽然
想起不久前在微信里看
到的这句话。话虽简单朴
实，个中却有道理，颇有
辩证的意味。世界不是一
个人的世界，也不是真空
和纯净水，众生芸芸，心
性参差，看问题的立场和
角度不同，个人修养与境
界不同，为满足个体需要

和诉求所选择的方法与
路径也不一样。但不管怎
样，为人处世总归要遵循
一些起码的公序良俗和
公德道义。然而，现实生
活中却总有个别人罔顾
甚至践踏为人处世的基
本准则，以违规逾矩甚至
过激的言行，使文明蒙
羞，令公众感忿。是锱铢
必较、睚眦必报，还是与
人为善、乐于助人？考量
人的胸襟与气度，也考验
人的理性与智慧。心大事
则小，心小事则大，道理
再浅显不过。“事”就摆在
那里，大之或小之，关键
取决于“心”之大小。

“心”大的人，必有大
胸怀、高境界。而“心”小
的人，只是浅见识、小心
眼。“小有所系，大必所忘
也”，将精力耗在无谓的
琐事纷扰上，只会蹉跎前
行的步伐，贻误成长、事
业和发展。而心胸开阔、
志存高远的人，总是将视
线专注于远大目标，尽力
倾注于崇高使命，无暇顾
及“小”，也不屑执念于

“小”，心自然就大了。
宽容别人，就是善待

自己；帮助别人，也是成
就自己。如果我们的“心”
都大一点，生活中的烦恼
事就少一点，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多了，社会的文明
程度就高了。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退休干部）

抢座与让座
刘克勤

为 人 诚 实 、讲 诚
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之一，也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立身
之本。它要求我们忠诚
老实、光明磊落、公道
正派、实事求是，不偷
奸耍滑，不投机取巧。
老实人有两种类型：一
种是天生的老实。这种
人历来本分，做事任劳
任怨、为人敦厚实在，
实诚有加、讷讷于语
而又认真严谨、心热如火。另
一种是修来的老实。这种人生
性不憨、头脑不钝，是非观念
明确，办事能力很强，不属于

“天生的老实”一类，但把做老
实人当成一种修养和境界，善
于琢磨事，不愿琢磨人。无论
哪一类老实人，都是非常值得
称道的。

好学，做知识型老实人。
学习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学习
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学习是思
想创新的保证。当今科技进步
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加
快，竞争日趋激烈，唯有不断
加强学习，才能适应瞬息万变
的外部世界，掌握竞争主动
权。这就需要加强学习，积极
向长辈、同事、书本学习，深入
基层向群众学习。在不断学习
的过程中，努力使自己成为一
名知识全面的老实人。

深思，做智慧型老实人。
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才能不断

进步提高。在工作和
学习的过程中，要谨
言多思。事前思考为
工作开展谋划思路和
方法，提高办事效率
和工作质量；事后思
考以总结经验教训，
为今后工作开展提供
借鉴。

多做，做实践型
老实人。无论是学习、
还是思考，都是为具
体实践做准备。知识

的获得不是最终目的，用知识
指导工作、指导行动才是真
谛。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要踏
实认真、兢兢业业、灵活运用
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丰富、
发展、完善自己，彰显老实人
求真务实的本色。

不怨，做积极型老实人。
无论待遇如何、职位高低，不
埋怨工作环境和客观条件，不
消极对待工作。以积极的心态
勇敢担当、勇于负责，对工作
始终保持一颗进取心，奋发向
上，有朝气、有热情，无论在什
么条件和环境下，都坚忍不
拔、执着追求。

做老实人来不得半点虚
假 。要 从 我 做 起 、从 点 滴 做
起 、从 零 开 始 ，老 老 实 实 说
话，老老实实干事，老老实实
做人，历经磨砺、厚积薄发、
行稳致远。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
究员、二等功臣、军事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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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指一种
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立，
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多方
面。或者简单说，《现代汉语词典》
中是褒义的词汇大多表达文明的
内涵，而与之相对的反义词、贬义
词大多表达不文明的内涵。

不文明（野蛮），与文明相对，
是一种社会落后状态，包括物质匮
乏、政治腐朽、精神堕落、社会动
荡、生态恶化等。从不文明的表象
来看，主要指社会落后状态所呈现
的现象和行为。

比如，讲礼貌是文明的，粗
鲁是不文明的。人是社会性动
物，需要相互帮助、相互服务。所
以需要彼此尊重、友善对待。“善
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
于戈兵。”在公共场所，不要喧
哗、言行粗鲁。对待弱势群体和
残障人士，要有悲悯之心，体谅
他人，助弱助残，温柔以待。

比如，讲卫生是文明的，脏
污是不文明的。爱护和维护公共
卫生，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从
每个细节注意。像爱自己一样爱
家庭，像爱家庭一样爱公共环
境。维护良好公共环境人人有
份，人人受益，人人有责。要自觉
保持公共场所、公共设施等干
净、整洁。

比如，讲秩序是文明的，无

序是不文明的。“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排队不插队，依序；叫号
不越位，依序；先来后到，依序。
秩序面前，人人平等，彰显公正。
秩序是规范的自由，放任的自由
等于没有自由。人作为群居性动
物，其社会性的底线是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必须遵纪守法、
举止文明。

比如，讲道德是文明的，失
德是不文明的。道德，是最高的

“法律”。道，路也，正面价值取向；
德，得也，沉淀内心品质。道、德双
修，是人生的必修课。大到爱国、
敬业，小到说每一句话算数、做每
一件事认真、对每一个人负责等，
都考验你内心的道德。要重践行，
切实做到慎独、慎初、慎言、慎行、
慎微、慎情、慎欲、慎权、慎友、慎
终，不能仅坐而论道，做虚假两面
人，坚决摒弃德不配位、失德失范
的人与事。

还比如，发展是文明的，落
后是不文明的；富强是文明的，贫
弱是不文明的；民主是文明的，一
言堂是不文明的；和谐是文明的，
混乱是不文明的；和平是文明的，
战争是不文明的等等。

“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
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我们要
追求文明的光辉，驱散不文明的
阴霾，让人世间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市委老干部局）

何谓文明？
李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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