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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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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回升，
江苏省兴化市千垛
景区的油菜花次第
开放，金黄色的油菜
花与纵横交错的河
道交相辉映，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赏花，徜
徉花海，尽享美好春
光。图为近日拍摄的
千垛景区。计海新摄

又到一年赏花季，各地花海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但在这繁华背后，是以往经验表明的“三月爆满、四月
空城”困境。这种“昙花一现”式的繁荣，暴露出传统

“赏花经济”的深层危机。

编辑点评：“赏花经济”的同质化困局，源于对
“花”的过度依赖。不少景区将“花”视为唯一卖点，盲
目追求规模效应，导致千篇一律的景观设计。这种单
一的发展模式，不仅无法满足游客日益多元化的需

求，更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
突破“赏花经济”的瓶颈，需要构建“花+”产业生

态。江苏省兴化市千垛景区将赏花与农耕文化深度融
合，形成独特的“水上花海”景观。江西省赣州市石城
县琴江镇更是在今年首次推出了“花田火锅”，食物散
发的缕缕香气混合着油菜花的花香，让游客拥有春日
里的别样体验。这些成功案例表明，只有将赏花与其
他产业有机结合，才可能创造出持久的价值。

实现“赏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创新思维。

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打造“数字花海”，让游客在非花期也
能体验赏花乐趣；可以开发花卉深加工产品，延长产业
链；还可以将赏花与康养、教育等产业融合，创造新的消
费场景。这些创新举措，将为“赏花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只有打破传统思维，构建多元化发展模式，才能
让“赏花经济”绽放持久芬芳。这不仅关乎一个产业的
发展，更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途径。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描绘一幅“赏花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美好画卷。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近年来，宁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强化家庭文明建
设、良好家风传承，充分用好优良家风这个“传家宝”。
放眼宁夏山川，最美家庭带万家、最美家风润万家，为
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
章汇聚千万家庭的智慧和力量。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
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吴忠市利通区第一小学

青年教师马秀娟，家中两代人有五名教师。教书育人，
在这个家庭不仅是一种职业传承，更是家风所在。两
代人对教育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诠释着“用生命点
燃生命”的教育信仰。

作为骨干教师，马秀娟潜心教学，用持之以恒的
耐心，无微不至的细心，足以融冰的爱心，赢得童心。
作为共产党员，她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为贫
困山区孩子和患重大疾病孩子捐款捐物。十年期间，
她同家人先后资助了10名生活困难的学生，每年资
助学费、赠送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金额超过1万元。

是金子总会发光，马秀娟荣获“宁夏师德标兵”称
号，被认定为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师年度人物”。教书
育人的故事，这个家庭还在延续。用实际行动践行做

教师的初心，做好教育接力，是他们今生不变的承诺。
断好“家务事”，为乡村发展减负提速。
黎惠萍，吴忠市盐池县高沙窝镇宝塔村的妇联主

席。乡亲们眼里，她是个大忙人，田间地头、农家院落
常看到她的身影。

党中央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生活条件好起来
的同时，也存在高额彩礼、厚葬薄养、大操大办等不和
谐的现象。老话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事实上，这些问
题诟病不仅仅是家庭内部问题，更涉及文明乡风乃至
社会稳定。

“下一番绣花功夫整治，才能让更多人拥有更美
好的生活。”黎惠萍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她召集文
艺骨干成立宝塔村文艺队，编排小品、歌曲、舞蹈等
文艺作品，在村里演出，将党的政策，文化知识、移风
易俗故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文明理念。作
为村里红白理事会成员和移风易俗宣讲员，她以身
作则，公公去世，简办了老人的丧事。在她的影响和
带动下，全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现象明显减少，勤劳
致富、勤俭持家、崇尚文明蔚然成风。她的家庭团结
和睦，被评为吴忠市“文明家庭”，成为乡亲们效仿的
榜样。

优良家风代代相传，幸福生活美美与共。文明家

庭在身边的生动局面，是宁夏家庭文明建设工作结
出的硕果。2024年宁夏发动各级妇联举办最美家庭
故事分享、“千条家训进万家”、最美家庭故事巡讲等
家庭类主题活动，用美丽“小音符”奏响家庭文明“大
乐章”。

宁夏还通过加大幸福家庭“加油站”建设力度，滋
养文明实践之花。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
态化开展家风建设活动，讲好群众身边的家庭故事，
以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固原市充分发挥“蓄
水池”作用，组织历年荣誉获得者接力开展“最美家故
事”巡讲等活动；建成家庭教育中心（站点）724个，举
办家庭教育讲座，让家庭成员在参与过程中培育新时
代好家风。

值得一提的是，宁夏正积极探索礼遇家庭机制，
向“低彩礼”等家庭购物优惠店和就餐优惠店授牌，为

“低彩礼”等家庭提供优惠折扣服务，激发群众参与抵
制高额彩礼、倡导移风易俗的内生动力。

好家风“吹”来文明新风。宁夏将持续推动优良家
风建设，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
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传递向上向善向美正能量，共
建美好生活家园。

自2020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区以来，天津市滨海新区坚持常态长

效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以“滨城有礼 文明有你”文明

素质提升行动涵养市民文明素养，推动文明理念从家庭到社区、从

餐桌到景区、从学校到场馆、从网络到赛场，将文明信仰融入市民生

活的毛细血管，使文明新风如春潮涌动。

本报讯（张剑 严佳敏）笔者3月
18日从四川省委宣传部获悉，以“奋
进新时代 谱写新篇章”为主题的四
川省第三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全面
启动。比赛以现场宣讲的方式进行，
通过集中宣讲工作成效，深入交流宣
讲工作经验，以赛促学，以赛促讲，
推动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工作再上新
台阶。

本届大赛分为选拔推荐、片区复
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其中，3月中
旬至4月上旬为选拔推荐阶段，各市
（州）、各部门自行组织选拔工作，推
荐优秀选手参与大赛；4月中旬至4

月底为片区复赛阶段，届时将在自
贡、德阳、南充、甘孜4地举行片区复
赛，最终确定决赛选手名单；5月下
旬将举办总决赛，通过专家现场评审
打分决出最终名次。

今年的比赛将评出特等奖1名、
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
以及优秀组织奖若干，并将评出“十
佳金牌宣讲员”。对比赛期间涌现的
优秀基层理论宣讲人才，省委宣传部
将择优纳入全省理论宣讲人才库，同
时分类分组深入各地开展互动宣讲
和工作交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

本报讯（王永珍）为支持推动殡
葬改革，福建省财政厅指导各地加快
建立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制度。截至目
前，全省已有22个县（市、区）开展节
地生态安葬奖补。

各地结合实际推出针对性措
施。如福州自今年3月1日起实施节
地生态安葬奖补，对采取骨灰海葬、
植树、植花、植草等生态安葬方式的
本市户籍逝者，给予每例3000元补

贴；厦门、平潭综合实验区、泉州石
狮等地对骨灰海葬予以奖补或费用
免除；漳州平和发放城乡居民补助
费；三明泰宁对实行骨灰抛撒不留
骨灰的丧属给予一次性补助。

与传统殡葬不同，节地生态安葬
是以不占或少占地的方式，让生命

“终归”自然。通过推行节地生态安
葬，进一步减轻群众丧葬负担，保护
生态环境。

本报讯（江宏坤 尚永江）3月18
日，笔者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了解
到，广西注重改革创新、数字赋能，
持续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智慧手
段，以综治中心为依托，建立群众诉
求表达线下办理通道和信息化平台
载体，搭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的
直达直办信息平台，先后推出“营商
广西·桂在便利”、信访诉求“一县一
码”等一批“不打烊”的诉求表达平
台，让群众的话有地说、事有人办。

南宁市青秀区推行“云上调解+
平台建设”，97%的金融纠纷调解工
作通过线上完成。桂林市永福县研发

“小微调解”APP平台，推行“全天
候”在线矛盾纠纷闭环管理、精准解
题、跟踪问效工作法，有效提升矛盾
纠纷化解能力。

北海市各级综治中心融合“AI

技术+调解”模式，建立“发现登记—
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分流交办—
化解处置—动态管理—跟踪回访”矛
盾纠纷闭环办理机制。

玉林市综治中心以大数据平台
为底座，采取线上线下“双轨”受理各
类矛盾纠纷，将群众反映、网格员排
查发现、乡镇处置上报、相关单位对
接交办、诉调检调受理转办的矛盾纠
纷“全盘式”受理，做到“小事”马上
调、“大事”吹哨调、“难事”联动调。

数字赋能让浦北县各级综治中
心成为基层平安建设的“大脑”，群
众的急难愁盼、矛盾纠纷、安全生产
隐患等，随时可通过“平安浦北”APP
等进行反映，综治中心在数据收集、
信息比对的基础上经过研判，及时将
问题推送到相关职能部门和乡镇、村
屯限期处理，效果显著。

广西持续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智慧手段

福建省多地实施节地生态安葬奖补

四川省第三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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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慧”的“傻”事
◎ 本报记者罗园

让“赏花经济”绽放持久芬芳
本报讯（刘志贤）3月13日至16

日，内蒙古自治区2025年大学生国
家安全知识竞赛在通辽市举办，旨
在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全面展示新时代内蒙古大学生国家
安全素养，推动国家安全教育工作
走深走实。

此次知识竞赛，全区高校在校内
预赛的基础上共选派了44支学校代
表队232名学生参加自治区复赛。经
过机考复赛、知识竞赛、情景剧表
演、命题辩论四个环节的激烈角逐，
最终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警察职
业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分别获得一、
二、三等奖，内蒙古大学等5所学校
获得优秀奖，内蒙古工业大学等8所
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呼斯勒等8名

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荣誉，韩欣雨
等44名学生获得国家安全知识竞赛
先进个人荣誉。

近年来，自治区教育厅高度重视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积极探索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创新模式，将
国家安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方案，让
提升国家安全素养成为学生融入社
会的“必修课”。下一步，教育厅将高
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深化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工作，落实高校国
家安全教育公共基础课相关要求，全
面提升全区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素
养，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成为每一名
在校大学生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作出
更大贡献。

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内蒙古举办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竞赛

“阿婆，我来看您啦！”“你来了啊，怎么瘦了些？”3
月13日下午，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桑洲镇新屋村的
一间破旧小平房前，一位身着蓝色冲锋衣、右肩挎着
医药箱的中年男子敲开了84岁麻阿婆家的门。阿婆
为男子递上一杯热水。他并未先喝水，而是从包里掏
出一盒降压药和一盒膏药，随即打开药箱，拿出血压
计和血糖仪，为老人细心测量。这是他送药时的“常规
步骤”。

这名男子叫郑志会，今年53岁，是浙江省台州
市三门县一家药店的负责人兼药剂师。在熟悉的村
民眼中，郑志会这个名字虽寓意“智慧”，但他的行
为却显得有些“傻”。明明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药店
里，享受稳定的营收，可他偏偏要一趟趟地跑上山，
无偿为三门县、宁海县、临海市交界处的山区村民
送药。遇到经济困难的老人，他连药费都不收。这些
年，为了送药倒贴了多少油费，免费送出去多少药，他
自己从未计算过。今年1月，郑志会获评2024年第四季
度“中国好人”。

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由于切除了脾脏，身体状况不佳，郑志会原本是
待在自家药店，等待周边村民上门买药。改变发生在
2018年7月的一天，他接到了山里一位老人的求助电
话。从小在山里长大，对山里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了解
的郑志会，在那次进山送药后，感触更深了。

为解决高山村民“买药难”的问题，从那天起，郑
志会承诺，只要有人需要，他必定无偿将药送达。他还
自费制作了100张药品免费配送的宣传页，张贴到三
门县珠岙、亭旁两镇山村人口集聚的地方。有村民上
门买药时，他也会塞一张印着自己电话的名片给对
方，并标注“24小时服务”。从此，他的电话成为周边村
民的购药热线。

渐渐地，打他电话要求送药的村民越来越多。他
也信守承诺，无论白天黑夜，无论距离远近，无论金额
多少，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无偿送药到村民家
中。为了方便独居老人和低保户，他还购买了300多
个药箱，配好常备药物，赠送给他们，并定期上门“补
货”。对于过期药品，他发起“以旧换新”活动，免费为
老人更换。这些花销，郑志会从未计算过，他只记录着

药送到了哪个村、哪一户、治了什么病。
为了节约时间和省下往返油费，每次送药他在早

晨出门前都会用保温桶带上一大碗稀饭或是准备几
个面包，中午就在路上吃。近7年来，他跑了近15万公
里，累计无偿送药上门7000余次。最多的一天送了60
多次，最远的一次跑了30多公里。时间久了，郑志会
和山里村民的感情也愈发深厚……

生死送药路

2019年秋天，珠岙镇石坑村的一位老人焦急地打
来电话，说自己治疗糖尿病的药吃完了，但下山买药
非常不方便。郑志会二话不说，立刻驱车进山给老人
送药。上山时只是飘着小雨，谁知下山时下起了大雨，
半路上车子一直打滑，甚至遭遇了山体滑坡。石块从
山坡滚落下来，他的车子差点滑入山沟。

这样的危险经历，郑志会遇到过很多次。2021年
9月，台风“灿都”来势汹汹，他依然冒雨送药上山。下
山时，他又一次遭遇山体滑坡，成堆的石块翻滚而下，
砸在他的车子左后轮上，车子被撞出老远。那一刻，他
离坠落悬崖只差几十厘米。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