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我市巩固创国卫成果、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将迎来两场国家大考。对
此，我们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巩固好创国卫成
果，扎实推进高质量创文。

首先，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县)复审
重任在肩，需全力而为、善作善为。国家
卫生城市（县）是全国城市卫生管理的
最高荣誉，是城市综合实力、城市品位、
文明程度和健康水平的集中体现。国卫
评审及复审指标体系，除了扫干净、摆
整齐、有秩序的基本要求，实际上是在
考核和考量一个地方的卫生程度、健康
水平、文明程度、精细化管理水平。今
年，国家卫生城市(县)复审正式启动，4
月初，全国爱卫办开展了国家卫生城市
（县）网上群众满意度调查，我市与全市
唯一一个国家卫生县的新邵县均获得了
超 90%的群众满意度，均得分 85 分，携
手进入下一轮。年内我们还需面对国家
卫生市（县）复审的现场评估。对新邵县
来说，现场评估检查点位众多，涉及方
方面面、各行各业。需要全县上下共同
努力，全力以赴巩固来之不易的创国卫
成果。

其次，巩固创国卫成果，推进高质量
创文，必须把握重点要点、协同解决难点
盲点。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巩卫创文，忌
好大喜功，宜实事求是；忌铺张浪费，宜
量力而行。硬实力不够，可软实力来补。
要对照测评标准、测评范围、测评指标，
相应做好准备和安排。既不要提级，也不
要提标，更不要拓宽范围。要用力审题、
破题、解题，以过关为主，得高分为次；要
用心斟酌、梳理、取舍，把主要精力放在
得分点上，抓稳抓牢；要用好每一分钱，

好钢用在刀刃上。如何有效提升软实力？
应弘扬“五种精神”、做好“四个结合”、练
成“三种功夫”。

要弘扬“五种精神”。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巩固创国卫成果、创建全国文明
县城工作中，新邵县形成了“只争朝夕、
精准精细、坚韧不拔、久久为功、善作善
成”的巩卫创文精神，这种精神是激发
我们迎难而上克难攻坚不断前进的无穷
动力，我们要继续弘扬，并进一步发扬
光大。

要做好“四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
告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论述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
治理水平，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贯彻新发展理念，巩固好创国卫成果，
扎实推进高质量创文，应做到“四个结
合”：一是结合经济发展条件，以有效的
巩创机制赢得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亮
出城市风采。近年来，市人民政府印发
了《邵阳市国家卫生城市管理暂行办
法》，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邵阳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巩固国家城市工作和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基本上有章可
循。作为全市唯一一个国家卫生县的新
邵县，也要尽快出台《新邵县国家卫生
县管理办法》，使巩固国家卫生县工作
常态长效、规范运行。二是结合群众所
需所盼，以有针对性的民生投入赢得群
众肯定和支持，体现城市风度。尽管财
力十分有限，也要尽力在城市维护、公
共服务、公共秩序、民生保障、卫生保洁
等方面下功夫，让群众持续感受到居住
环境的不断改善和生活品质的不断提

高。三是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让良好自
然生态展示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形成
城市风貌。资江是邵阳的母亲河，也是
新邵的母亲河，巩卫创文，既要培育好人
文，也要培育好山水。四是结合巩固创国
卫成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要求，注
重久久为功的实际效果，树立城市风格。
创建文明城市要求做到“四全”，即“全面
创建、全域创建、全民创建、全程创建”，
因此市里要对各县市区、各县市区对所
属乡镇的创建工作给予指导，抓好点位
建设，扎实做好“问卷调查、网上资料申
报、实地测评”等各项工作。紧扣测评体
系，做到更加沉着、更加细心，不盲目、
不浮躁、不折腾、不反复。

要练成“三种功夫”。无论是巩固创
国卫成果，还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都关
联到很多的知识点，牵涉到太多的工作
面。需要我们善于“学”，在学习和准备上
形成“学懂弄通”的真功夫；需要我们勤
于“思”，在思考和安排上形成“想深想
透”的真功夫；需要我们敏于“行”，在行
动和落实上形成“做细做实”的真功夫。
如此，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宏图可就，伟
业可成。

（作者系新邵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县巩国卫创国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巩固创国卫成果 推进高质量创文
石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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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幸福美好家园
我在外地农村的一位老叔去世后，其

子女按照乡下当地丧葬习俗，操办丧事数
日，耗资甚多。一番折腾出殡后，逝者入土
为安，生者却疲惫不堪——有 3 人累得中
暑吊水，其中2人住院治疗。

当前，一些农村地区的不良风气、陈规
陋习仍然存在：有的相互攀比，大摆婚庆宴
席、大收高价彩礼；有的讲究排场，大搞封
建迷信、大办豪华葬礼；有的碍于面子、盲
目从众，大操大办老人寿诞、小孩满月、子
女升学、新居乔迁等名目繁多的活动。还有
的村庄室内很现代、室外很脏乱，生活很富
裕、文化很匮乏……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
不和谐音符。

农村的协调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离
不开文明乡风的助推、精神文化的涵育。当
下，尊良俗、去低俗、废恶俗日益成为广大
人民群众构建精神家园、扮靓美丽乡村的
热切期盼。

移风易俗，表面上是改变行为习惯，实
质上是改变价值观念，是一个“老大难”的
问题，“老”在千年遗风，“大”在千家万户，

“难”在除旧布新。为此，我们在倡导革除陈规陋习、培育文明
乡风中，要讲究方式方法，注重多管齐下。

一要普及宣传教育。风俗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有其形成和
发展的规律。要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移之以
情、易之以理、管之以法，多用“育”的方式、“化”的手段，因其
俗、简其礼，抑扬并举地推进移风易俗，而非简单粗暴地变其
礼、革其俗。毕竟，人情礼俗是维系农村社会关系的纽带，还应
区别看待、辩证取舍，好的传统要继承，不科学、不文明的习俗
要改进，陋习恶习则要摒弃。

二要党委政府主导。道德素养的提升和文明风尚的培育，
光靠道德教育和宣传解决不了问题。还得依靠党委、政府有关
部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统筹考虑群众意愿、党政意图、社会
意见等因素，结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文化惠民，选准突破口
和着力点，发挥良性引导和理性“推手”作用。

三要党员干部示范。党风正，则民风淳朴。党风政风对民
风有着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力。推动移风易俗，广大党员干部要
带头示范、躬身践行，从自己做起，动员亲朋好友一起做，少随
礼、少办酒、简办事、不铺张，坚决抵制黄赌毒和封建迷信，做
移风易俗的先行者、先导者。尤其要大力传播符合当代价值理
念的文明新风，促进形成人人弘扬传统美德、家家树立文明新
风的生动局面，让文明之花在广袤农村大地绽放。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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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把雷锋
精神代代传承下去——纪念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
锋同志题词六十周年”座谈会
上强调：“让学雷锋活动融入
日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神
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
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凝聚强大力量。”

雷锋作为20世纪的时代
楷模，虽然生命很短暂，但是
其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给
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雷锋精
神。新征程上，更需要我们积
极主动传承雷锋精神，将雷
锋精神的魅力代代相传，激
励更多人在平凡的生活中、
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
贡献。要充分理解雷锋精神
的内涵，把握雷锋精神在实
现精神富裕中的时代价值，
并且将雷锋精神在日常生活
和工作中实现转化，转化为
可实践的行为，转化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说：“学雷锋
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
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
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
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
气。”党员干部首先要带头学
习雷锋精神，将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言行一致、公而忘私
等精神体现在工作中，引领广
大群众学习雷锋精神。

要杜绝应付式开展学雷

锋活动的现象。学雷锋是一项
必须长期坚持的活动，但一些
单位仅在“学雷锋日”才组织
一次学习活动或志愿服务活
动，一些中小学开展学雷锋活
动时，将重点放在仪式感上，
比如学生是否身穿校服、校服
是否整洁、队伍是否整齐等
等，然后带领学生走马观花式
地参观学习基地，简单地将雷
锋生平和一些事迹介绍给学
生，并没有深入引申到对雷锋
精神的学习中。对此，我们要
将雷锋精神通俗化，然后再定
期、常态化保持，并将雷锋精
神融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融
入到千家万户的家风家教中。
通过开展人人都能学、乐于学
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切实将雷
锋精神蕴含的精神财富转化
为对文明美德的传承，转化为
实干动力。

雷锋精神并不是高高在
上、脱离现实的，是立足于平
凡的小事、平凡的岗位，从一
点一滴做起，从现在做起，从
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做起。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承雷
锋精神内涵和价值的“星星之
火”。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
程，要以雷锋精神凝心聚力、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更为昂扬、更为主动、更为
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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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娟

某日，到街上买瓦。来到店铺前，门
前堆满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彩钢
瓦，可是店门微闭，也不见老板身影，我
只好大声吆喝起来：“老板，买瓦！”接
连喊了几声后，隔壁一个中年妇女走了
出来，热情地接待了我。原来，她不是
老板，而是老板的邻居，老板外出了，
她帮忙照看生意。真是“生得亲不如住
得近”啊。

回想起自己曾经在四合院住的日
子，邻居们相处得甚是融洽。哪家少根
葱，去邻居家拿；哪家少块姜，到邻居家
去要；哪家亲戚来了主人又不在，邻居先
招待着；哪家有好吃的，左邻右舍你尝一
块，我尝一坨……睦邻友好互助自古就
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孟子的“乡田同
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百姓相扶持”说
的是睦邻；唐代于鹄的“蒸梨常共灶，浇

薤亦同渠。传屐朝寻药，分灯夜读书”是
睦邻。常言说得好：远水不解近渴，远亲
不如近邻。邻居好，赛金宝。和谐融洽的
邻里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学习、
工作，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更是一个地方文明的体现。一个文明城
市要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治安良好、
社会秩序井然、生态环境优良……还有
一个重要标志，社会风气要健康向上，邻
居要和睦友好。

当下，我们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这种睦邻友好的文明风尚，值得进一步发
扬光大。

（作者单位：邵阳县五峰铺镇中心学校）

睦 邻 是 一 种 文 明
李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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