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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服务如何更深入、更精准、更长效——

“‘1+N’+10”=？徐州市贾汪区这样作答
◎ 本报记者漆世平

编辑 何纯佳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滔滔渭水东去，石鼓山巍然矗立。

山脚下，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蕴藏着

中华文明密码。

展厅中，镇院之宝何尊陈列于柜

中，古朴典雅、浑厚凝重，腹底铭文“宅

兹中国”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

载。讲解员滕晓华一如既往为游客认真

介绍这一镇院之宝。

“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大

家在一件件青铜瑰宝中，感受中华文明

的魅力。”滕晓华说。

2024年 9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宝鸡市考察，来到博物院参观。伫立

于何尊前，总书记久久凝思。

“当时，在何尊旁，总书记同我就

‘中国’的概念进行了交流。”回忆起

当时的情形，滕晓华依旧印象深刻，

“总书记问得很详细、很专业。总书记

对青铜器及其文化内涵的熟悉、对文

物保护传承阐释工作的重视、对中华

文明的深沉热爱，令我们深深动容。”

藏礼于器，以器述史。

“我国青铜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

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考察

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青铜

器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宣传阐释。

“我们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

推进青铜器保护研究，加强文物宣传阐

释。如今，新技术、新材料应用到文物修

复工作之中，提高了修复的效率和水

平。”博物院文物保护管理部副主任崔

睿华说。

在博物院文物修复室内，修复师们

对文物做完基本清洁后，再使用环氧树

脂胶等新材料正式修复。借助X射线荧

光光谱分析、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等技

术，可以更好地对文物进行拍照建档、

信息扫描等。

“去年，我们和西北大学合作开展

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对馆藏38件2级

及以下病害较为严重的青铜器文物进

行保护修复。”崔睿华说，今年，博物院

正在和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展青

铜器修复合作项目，对宝鸡出土的91

件青铜器进行修复，继续挖掘价值

内涵。

溯文明之源流，答时代之新问。

考察中，总书记叮嘱大家：“中华文

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

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

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

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

一代传下去。”

“我们由衷感受到总书记的殷切期

盼，这勉励我们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传

承、探索文化创新发展。”博物院院长宁

亚莹说。

2024年12月底，经过数字化、沉浸

式技术提升改造，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基

本陈列“青铜铸文明”开放展览，展出文

物1100余件。

“比如总书记驻足细看的何尊，借

助投影与三维动画技术，青铜纹饰从器

身剥离，再旋转、放大，每一道夔龙纹的

弯折起伏都显得更加生动。”宁亚莹介

绍，游客更容易捕捉到丰富的信息，同

时降低了理解门槛，得以参与一场可以

“听见”“触摸”“走入”的跨越时空文明

对话。

参观者可通过视频了解西周青铜

器铸造的全过程，还可以体验选料、制

范、熔铸、脱模等工序，仿佛穿越回三

千年前的工匠作坊，亲手铸出属于自

己的青铜器。博物院还推出以何尊、

鼎、簋等为设计原型，融合了青铜器文

物元素的文创产品，着力打造宝鸡青

铜器博物院IP。

今年以来，已有全国各地的1300

多批次、15万余名中小学生来到这里参

观。博物院还计划与学校联动，面向幼

儿园到大学不同年龄段人群，推出特色

课程。

“我们将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

引，通过展示、研究、阐释青铜器，让大

家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更

好地认识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

神，为今天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借

鉴。”宁亚莹说。

（新华社杨湛菲郑昕陈晨）

6月24日12点，江苏省徐州市贾汪

区青山泉镇房上村“家门口食堂”飘出

阵阵饭菜香。“十必联”志愿者张德凤熟

练地将热腾腾的饭菜装进保温饭盒，跨

上电瓶车直奔村里的老宅院。“赵奶奶，

今天有您爱吃的白菜炖肉！”90岁的独

居老人赵景玉闻声迎出来，眉眼弯成

月牙。

给村里行动不便及90岁以上的老人

爱心送餐，是张德凤每日的“固定日程”。

“这些老人子女大多不在身边，吃饭可是

头等大事。”张德凤说，老人们吃得健康，

她更放心。

一餐饭食、一次敲门、一句问候，是

贾汪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十必联”群众工

作法让服务更精准、更长效的生动实践。

所谓“十必联”，在探索初期为“1+10”包

联，即1名志愿者联系10户群众，围绕

群众家的喜事、丧事、难事、急事、病事和

矛盾纠纷、信访诉求、当兵入伍、空巢老

人、留守儿童等10件事提供服务，将服

务精准送达“最后一米”。

近年来，“十必联”群众工作法已由最

初的“1+10”包挂升级为现在的“‘1+N’+

10”包联体系：发挥村民小组长、楼长街长

等“1”的牵头作用，带领党员、好榜样、热

心群众等“N”名骨干组成不少于3人的志

愿服务小分队，精准包挂10户群众，联系

10件事。

像张德凤这样的“十必联”骨干志愿

者，贾汪区目前有9102名。他们由2166

名村民小组长（楼长、街长）带领，组成

1853支“十必联”志愿服务小分队，如同

毛细血管般深入贾汪的社区楼栋、村落

田埂，已累计解决群众难题3.1万件。

随着实践的深化，“十必联”的内涵

也在不断拓展，逐渐从“联事”向“联心”

延伸。

塔山镇赵庄村村民张西玲曾因丈夫

去世封闭自我。“十必联”志愿者赵云龙一

次次敲门，让张西玲渐渐走了出来。2021

年底，张西玲将自家闲置小院免费提供给

村里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幸福小院）。

“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看老人们在院里

快乐吃饭，我也快乐。”张西玲说。

依托“十必联”工作体系，贾汪区还

创新“吹哨报到”协同共治行动。村民小

组长（志愿者、网格员）发现问题“吹

哨”，86名正科级干部包挂132个村（社

区）“报到”，形成“发现—研判—解决—

反馈”全链条闭环。

老矿街道广场社区“十必联”志愿

者庞惠的一次走访，印证了“吹哨报到”

的治理效能。“小区道路破损，停车位紧

张。”居民的“吐槽”让庞惠记在心里，随

即吹响“提升哨”，由包挂正科级干部和

街道协同职能部门联合办理。两个月

后，小区里的崭新路面和整齐车位让居

民连连点赞。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

实践先行试验区，贾汪区将“文明兴区”

战略列入全区发展总体战略布局，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域覆盖基础

上，探索建设了群众举步即至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如今遍布全区自然村、小

区、学校、企业的28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成为“十必联”工作的主阵地。

“冬有暖气，夏有凉风，‘抬腿就到’，群

众都愿意来。”房上村党总支书记刘光付介

绍，仅该村就通过整合盘活集体用房、租用

农户用房等方式打造了4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通过拓展家门口就业功能，让有就业

需求和有能力但无就业平台的特殊群体在

家门口有钱赚，真正实现既富“口袋”，又富

“脑袋”。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从“联事”到“联心”，从物质到精神，贾汪区

的“十必联”群众工作法正不断拓展内涵和

外延，用细碎而真实的幸福，编织基层治理

的文明图景。

6 月 27 日，2025 年

四川彭州市文明养宠文

明实践活动举行，该活

动以“宠爱有方 文明相

伴”为主题，涵盖趣味游

戏区、知识科普区等区

域，几十名“铲屎官”携

宠物而来，共赴这场关

于爱与文明的邀约。

吴亚飞 王翱摄

争当文明
“铲屎官”

6月30日，“信仰之光——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上海巡

展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陈展品近400件，一

大批马克思主义珍贵文献集中亮相，包括15份马克思恩格斯手

稿、目前全球发现的唯一一本由马克思签名的《共产党宣言》。

本次展览以“两个结合”为鲜明主题，观众在一睹文献珍

品“真容”之余，还可以通过手稿、藏书等，追寻马克思恩格斯

的思想轨迹、感知他们的伟大人格。展览还打造一面由120多

部《共产党宣言》海内外珍贵版本组成的书墙，颇具视觉冲击，

寓意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据《文汇报》）

“信仰之光”上海巡展开幕
展品近四百件，

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珍贵文献集中亮相

别让一线执法员
成了“替罪羊”

本报讯（汪雅云 徐中秋）在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的

指导下，由广州体育学院师生团队匠心打磨的原创当代舞剧

《人生能有几回搏》于6月27日至29日在广州市文化馆首演。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全国首部体育主题舞剧，取材自

中国首位世界冠军容国团的乒坛夺冠传奇。舞剧以大湾区

为鲜活舞台，巧妙融入的岭南风韵、湾区市井的烟火气息，

与乒乓赛场上惊心动魄的搏杀形成张力十足的对照。容国

团先后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最美奋斗者”，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的缩影。

首部体育主题舞剧
《人生能有几回搏》在广州首演

伫立于何尊前久久凝思，总书记叮嘱：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今日看点

让极端吃播
吃不到流量甜头
6月2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倡议，呼吁公众

反对餐饮浪费，抵制极端吃播。然而，当下部分网络

平台却充斥着大量极端吃播内容，以挑战人类生理

极限的食量，或猎奇、罕见食材（如超辣食物等）为噱

头吸引眼球，不仅严重背离饮食文化的本真内涵，更

造成令人痛心的食物浪费，也有损网络文明。极端吃

播到底有哪些危害？该如何抵制极端吃播的畸形表

演？本期观点予以关注。

3版 观点

●“我国青铜文明源

远流长、灿烂辉煌，在世界

文明史上独树一帜。”

●“中华文明五千年，

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

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

宣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

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

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

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

代传下去。”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

信建设，推动形成守信践诺的良好社会风尚，中央宣传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了2024年“诚信之星”。

发布现场播放了“诚信之星”先进事迹视频短片，“诚信之

星”讲述了自己的诚信追求和人生感悟。他们有的以诚立身、

自强不息，身处困境仍然不忘履约践诺、言信行果；有的谨守

誓言、履职尽责，多年如一日巡守边疆、兴边造林；有的言出必

践、敬业奉献，用自身行动书写岗位故事、塑造职业形象；有的

诚信经营、勤业精业，带领乡亲一道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美好

家园。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是诚信价值

理念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

良好精神风貌。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为“诚

信之星”颁发了证书和奖杯。

据报道,湖南省司法厅近日通报五起涉企行政执法领域

典型案例。其中一条关于执法人员在入企开展执法检查过程

中，要求企业帮助完成2000元行政处罚任务,被企业负责人

拒绝后随即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的案例，引发广泛关注。

编辑点评：2000元的行政“罚款任务”，暴露出了基层执法

的乱象。执法人员本应是法律的捍卫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却公然带着“创收指标”上门，拒绝就遭针对性检查。这种行

为，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践踏。

罚款成“KPI”的背后，是责任链条的集体失守。是谁将处罚

额度摊派给基层？为何会有“完成罚款”的考核逻辑？若只惩处执

行者，放过制定规则的幕后推手，这样的追责不过是扬汤止沸。

一线执法员不应该成为“替罪羊”。纠治乱象，不能止于个

案处分。必须深挖“罚款任务”的源头，重构考核体系，让执法

回归保障公平的本位。唯有斩断摊派罚款的利益链，才能让企

业摆脱“被执法”的恐惧，让法治精神真正扎根基层。

（胡桂芳）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联合发布二〇二四年“诚信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