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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 ，全 国 精

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

京召开，我市喜获第七

届全国文明城市桂冠。

这份荣誉，既是城市文

明建设的“里程碑”，更

是 向 更 高 目 标 进 发 的

“新起点”。在新征程上，

如何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迭代升级，成为亟待破

解的“时代课题”。

以“归零”心态迈好

新步伐。文明城市建设

是 永 无 止 境 的“ 马 拉

松 ”，而 非 一 劳 永 逸 的

“终点站”。获评全国文

明城市后，必须清醒认

识到：文明城市建设是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

实践过程，是只有逗号、

没有句号的永恒课题，

更 是 需 要 代 代 接 力 的

“幸福工程”。各相关部门需聚焦

重点、创新机制，以高标准谋划、

高效率推进的姿态，将城市文明

建设与促发展、惠民生、增优势、

聚合力深度融合，探索建立科学

化、制度化、常态化的长效机制；

全体市民要强化责任感、使命

感，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主

动作为、勇于担当，持续焕发奋

斗热情。同时，要拓宽文明建设

广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紧扣群众期盼，推动市民

文明素质与城市文明程度同步

提升，让文明城市建设成果惠及

全体人民。

以“奋发”状态破解新问题。

从“创建模式”转向“建设模式”，

关键要变“精准对标”为“全面提

标”。各责任单位须压实“一把

手”靠前指挥责任，不折不扣落

实文明常态长效建设任务；全体

市民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决杜绝

思想懈怠、工作滑坡等问题，始

终保持“迎考”状态。

针对社区管理、交通秩序、

市容市貌等民生关切问题，各部

门要主动担当、协同攻坚，补齐

城市治理短板。秉持“大建设、精

管理”理念，像“绣花”一样精细

雕琢城市：推进景观亮化、基础

设施、便民设施建设，开展城乡

环境卫生与交通秩序整治，让街

道更洁净、环境更优美、出行更

便捷，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向更高

水平迈进。

以“实干”姿态创

造新佳绩。要实施文明

城市常态长效建设行

动，推进环境卫生精细

整治、深化文明实践、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等

专项行动，努力建设更

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文

明城市，争做文明城市

典范。首先，要提升宜

居 功 能 ，打 造 品 质 之

城。随着城市发展理念

与生活观念的迭代，文

明标尺不断提高。要聚

焦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新诉求”，优化政务、

人文、文化、社会、生态

等环境，以创建成果破

解发展难题。坚持“大

处着眼、小事入手”，解

决 城 市 环 境 、公 共 秩

序、服务质量等问题，

借助一线发力、网格管理等机

制，运用智慧城市、大数据分析

等手段，打造天蓝水清、宜居宜

业的城市环境，推动城市品质与

市民素质“双提升”。其次，要强

化民生保障，增进民生福祉。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

文明城市建设作为惠民、靠民的

民心工程。探索基层治理新模

式，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做好

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工作，尤其

要加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完善“15 分钟生

活服务圈”“健身圈”“医疗服务

圈”“阅读圈”，让发展成果更直

接、更公平地惠及群众。第三，要

深化道德建设，培育文明新风。

文明城市的核心是人。要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根本，统筹推进文明实践、文明

培育、文明创建，激发市民“主人

翁”意识，让文明成为内化于心、

外践于行的自觉。加强新时代好

少年、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等先

进典型选树，深化“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等主题活动，引导青

少年学党史、感党恩，让红色基

因代代传承。

城市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

我们要锚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根本任务，以

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足干劲，

持之以恒巩固创建成果，推动城

市文明建设向更高层次跨越，让

全国文明城市的“金字招牌”持

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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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隆回金石桥镇晓阳溪村宛

如一幅徐徐展开的诗意画轴。草木葱茏，

野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山坡上，中药材

种植基地与有机茶园连绵起伏，似绿色的

海洋。一幢幢农家别墅错落有致地镶嵌在

青山绿水间，平坦宽敞的水泥路蜿蜒曲

折，串联起家家户户。层层梯田里，劳作的

村民喊着号子，悠然自得。整个山村，处处

展现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美好图景。

“以前村里只有山道和泥土路，垃圾

扔得到处都是。现在可大不一样，硬化路

直通家门口，大家都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

生，山村干净又美丽。”村支书游艳云介绍

道。近年来，村里推行“村民参与、村民做

主、村民监督”的自治模式，村民们踊跃投

身人居环境整治、公益事业建设等工作。

村子环境愈发优美，村民生活日益富足，

邻里关系和睦，社会和谐稳定。

和晓阳溪村一样，金石桥镇下辖的

29个村、2个社区，借助村民自治，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有力提升了

村民精神风貌与社会文明程度。

邻里互助，情浓似火

“远亲不如近邻”，在金石桥镇的农村

地区，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留下老人、

小孩和患病人员守家。在这里，邻里关系

被赋予了更深的情感内涵，成为人们生活

中至亲至善的情谊纽带，承载着情感沟通

与社会支持的重要功能。

导群村5组的张积用，生前饱受痛风

折磨，儿女常年在外，独自在家的他行动

极为不便。邻居陈云凤心怀善意，十几年

如一日，坚持为他送菜、打水，在他生病时

及时送往医院。这份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

亲人的关怀，温暖了张积用的生活。

黄金井村的陈惟伦在山上劳作时不

慎摔伤，住院治疗需要10多万元费用。年

高贫困的他无力承担，甚至打算放弃治

疗。得知消息后，村里邻居纷纷伸出援手，

踊跃捐款，帮他解决了燃眉之急。病愈后，

村里还为他安排了保洁员的工作，让他有

了稳定收入。

两千多年前，孟子描绘的“乡田同井，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

亲睦”的美好场景，如今在金石桥镇处处

可见。邻里和睦、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早

已深深融入每个金石桥人的心中，成为社

会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晓阳溪村地处海拔千米的冷溪山中，

村民房屋分散，邻居间最远相距 3 公里。

但高山和距离无法阻隔村民的情谊。在罗

仁贵、罗少勇、游伟强等热心公益的村民

带动下，全体村民团结一心，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村里20多公里道路、10多条溪流

小河的卫生，都由村民自发打扫维护。

为美化山村，有人提议在主要道路旁

建围栏。倡议一出，几百名村民迅速响应，

自发从自家山林砍来 8 万多根竹子，破

篾、扎墙。短短一周，30 多公里长的竹篱

笆墙在村子主干道路和村舍周围建成，晓

阳溪村瞬间成为网红打卡点，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与篱笆墙合影留念。“大家欣赏的

不只是竹篱笆墙，更是我们全村人团结一

心的情谊。”村民罗森林感慨地说。

乡贤义举，爱如潮涌

金石桥镇高度重视乡贤的社会作用

与乡贤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乡贤引领道德

风尚、化解邻里矛盾、推动基层治理、涵养

乡风文明的积极作用。

黄金井村的老党员陈昌寿，是村里德

高望重的长辈。在村里倡导移风易俗时，

他率先垂范。老丈人过世，他按照新风尚

要求，3日就办完丧事。两个女儿出嫁，他

践行文明新风，未收男方一分彩礼。儿子

娶媳妇，同样没送彩礼、不铺张办酒席。在

他的带动下，全村人纷纷自觉参与移风易

俗行动。

大湾村的郑时鹏致富不忘家乡，每年

为村里70岁以上老人发放慰问金，为80岁

老人准备生日礼物，还为镇里助学、修路捐

资1000多万元。晓阳溪村的张玫瑰心系家

乡教育，去年11月，她为晓阳溪小学、育英

小学捐赠1000多套校服，以及价值8万余

元的学生文具、学校办公电脑和打印机等。

“乡贤们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诠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的善行义举如

璀璨星辰，照亮人们心灵，凝聚起强大的

美德力量，激励更多人见贤思齐。”隆回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金石桥镇党委书记彭南

保说。

在乡贤带动下，全镇尊师重教、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的美德得以传承。2020年

12 月，金石桥镇成立金石芙蓉教育促进

会，短短 3 日，乡贤们就募捐到爱心资金

500 余万元。去年，该促进会奖励优秀教

师 268 人次，发放奖金 184400 元；奖励优

秀 学 生 236 人 ，奖 金 和 奖 品 折 价 共 计

112800 元；资助贫困学生（幼儿）128 人，

资助金额达 64000 元。此外，社会爱心企

业家和爱心人士还开展了 9 场关爱未成

年人活动，733 名学生受益，捐赠资金达

268480元。

群众自治，理化新风

金石桥镇持续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

领导的基层自治体系与机制，全力构建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

镇上成立了道德评议委员会、卫生监

督委员会、民间林长，各村组建了红白理

事会、农村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和禁

毒禁赌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同时，建立“一

片区一辅警一联系干部”工作机制，将辖

区划分为 47 个片区网格，广泛动员党员

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新时代文明实

践员、村警、“五老人员”等力量参与乡村

自治。

“村规民约”是基层自治的重要依据。

金石桥镇各村制定了村规民约、村组管理

规章制度和社员行为准则，以此引导村民

移风易俗，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争做

文明新风的践行者与传递者，让文明新风

深入人心，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

“通过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村规民约

的约束作用以及各民间自治协会的协调

功能，极大激发了村民的内生动力。全镇

形成了‘小事商量、大事协商’的村民自治

新局面。”金石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廖勇

表示。

黄金井村由原聚和村和原罗公湾村

合并而成，下辖 22 个村民小组，有 902 户

2906人。由于是合并村且人口众多，过去

群众矛盾较多。为凝聚民心，村里一方面

发挥村民委员会、村道德评议会、红白理

事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作

用，推进村民自治，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

面，通过开展文体活动、身边典型宣讲、道

德模范表彰等文明实践活动，促进村民情

感融合，引导大家崇德向善，积极参与文

明乡风建设。

如今，黄金井村产业发展蓬勃，村民

关系和谐融洽。2018年，该村退出贫困村

序列，获评市级文明村；2019 年，被评为

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2021年，荣获省级

美丽乡村、省级卫生村、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称号；今年 5 月，更是获评“全国文

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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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化 育 新 风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邹明亮 雷湘丽

北塔区在南岗小镇村吧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文艺演出活动。

大祥区仙人井社区举办邻居节暨“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

隆回县桃花坪街道太平洲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包粽子比赛。

文 明 花 开 耀 邵 阳

在文明实践理论宣讲课堂上，文明

实践员以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述端午

节故事：从屈原投江的爱国壮举延伸至

新时代家国情怀，从赛龙舟的传统习俗

关联到奋进新征程的拼搏精神，从挂艾

草驱邪的古老愿望引向优良家风的传

承培育，以深厚传统文化为纽带，引导

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文明实践广场（站点），社区邻居

节、文艺展演、包粽子比赛、划龙舟比赛

等活动次第开展，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

巧妙交融，为群众打造了一场场沉浸式

端午节文化盛宴。

在校园、“四点半课堂”及各类教育

基地，文明实践员结合“六一”儿童节，

组织未成年人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过六一”主题活动。包粽子、投

壶、踩艾条等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节

日焕发出时代新活力。

城乡间，文明实践员、志愿服务团

体及爱心人士走访独居老人、困难党员、

困境儿童和困难群众，送上粽子与节日

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大爱与美德。

端午节期间，我市各地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广泛开展“我们的节

日・端午”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文化

人、成风化俗，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

同时传播新时代文明新风，营造出温馨

祥和的节日氛围，为市民送上满满的温

暖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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