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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办场婚事，彩礼、宴席等得花

十几万元，现在有了红白理事会帮忙张

罗，简办下来省了一大半，日子也更踏

实了。”7月14日，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

孟庙镇村民李大姐对村里的新风气赞不

绝口。近年来，漯河市郾城区以“规范化

引领、常态化推进、特色化落地”为抓

手，推动破除婚丧嫁娶陈规陋习，让文

明新风融入城乡。

郾城区民政局联合多部门出台

《郾城区婚丧礼俗规范指引》，明确婚

礼彩礼上限、宴席桌数、随礼标准等

“硬杠杠”，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

事不办”纳入村规民约。在殡葬服务领

域，强化宣传引导，开展“文明祭扫·平

安清明”“绿色殡葬我先行”等主题活

动，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倡议书、

开通咨询热线等方式，普及生态安葬、

节俭治丧理念，累计覆盖群众 2 万余

人次。同时，建立“一约四会”监督机

制，全区 141 个村（社区）均配备红白

事监督员，对超标操办行为及时进行

劝导。

打造“线上+线下”宣传矩阵，线上

推送政策解读、典型案例等内容；线下

组建“文艺宣讲轻骑兵”，吸纳50余名

民间艺人，将移风易俗内容编成戏曲、

三句半等乡土节目，在集市、广场演

出。同时，以好媳妇、好公婆、文明家庭

推选等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良好的

家风家教，选树出 18 个先进典型人

物。借助这些“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

力量，推动群众实现从“要我改”到“我

要改”的转变。

郾城区还推出免费集体婚礼服务，

形成“政府搭台、新人参与、社会助力”

的婚事新办模式。区民政局联合团委、

妇联等部门，策划举办集体婚礼，为新

人提供免费化妆、婚纱租赁、礼仪主持、

场地布置等“一站式”服务，用实际行动

打破“婚礼必须大操大办”的旧观念，让

“轻彩礼、重感情，简仪式、重内涵”的婚

俗新风蔚然成风。

如今，在郾城城乡，彩礼“瘦身”、宴

席“减量”、厚养薄葬的新风尚日益盛

行。未来，郾城区将持续深耕移风易俗

“责任田”，让文明节俭的理念稳稳走进

群众心里、融入日常。

贵州省仁怀市赤水河流域地情图书

资料馆·茅台德庄书屋（又称“怀庄图书

馆”）于2016年经仁怀市文体广电新闻

出版局批准设立，2017 年 6月投入使

用，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现有藏书5

万余册。

仁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秉承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的工作理念，建好用好“茅台德庄书屋”

文化服务平台，采取“文化书院+文明实

践”方式，运用道德模范工作室，开展

“酿出幸福来”——“酿孝心、酿爱心、酿

真心、酿匠心、酿诚心、酿信心”文明实

践活动，推进以“仁人有信·红色传承，

仁人有德·崇德之庄，仁人有礼·书香礼

仪，仁人有诚·诚信怀庄，仁人有爱·孝

道立身”为内涵的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不断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茅台德庄书屋”文化服务平台由怀

庄党建交流中心、怀庄文化博物馆（怀

庄酒业厂史馆）、赤水河地情图书资料

馆·茅台德庄书屋、怀庄迎宾楼等组成。

其中，茅台德庄书屋设置了琴棋书画

“六艺空间”、职工读书阵地，以及大师

讲堂，收集了川、滇、黔、渝26个县（市、

区）的文史资料等。

“茅台德庄书屋”文化服务平台以

“修五德铸五心”（即：明大德、铸初心，

守公德、铸仁心，严品德、铸忠心，遵道

德、铸匠心，扬美德、铸恒心）为载体，打

造“心怀家国·崇德之庄”的德庄文化，

以“三讲三爱三感恩”（即：讲孝道、讲礼

貌、讲诚信，爱祖国、爱怀庄、爱自己，感

恩伟大时代、感恩酒都仁怀、感恩茅台

古镇）为抓手，融入“德文化、孝文化、书

香文化”，打造集理论宣讲、政策宣讲、

文化培育、价值培育、新风培育于一体

的“两讲三培育”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

平台。

本报讯（穆海宏）今年以来，陕煤集团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把“修旧利废”和“五

小创新”（即：小发明、小革新、小创造、小

设计、小建议）进行深度融合，引导广大

职工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调动职

工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该矿完善劳模创

新工作室，利用劳模、工匠等榜样带动职

工参与，以班组为单位，号召广大党员将

先锋模范精神发挥到创新工作中去。今

年上半年，完成各类五小创新成果10余

项，大部分已经被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累

计产生价值40余万元。

本报讯（陈建军）“真没想到，28年

前的‘老古董’存单还能取出钱来，并

安全存到我的社保卡上，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近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四川

省新龙县支行营业网点，年过六旬的

张婆婆紧紧握着银行工作人员的手，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她那 5 张有些泛

黄、存有58000元的农行存单，在经过

银行工作人员的持续努力后终于成功

“复活”。

时间回溯至 2024 年 10 月上旬的

一天。张婆婆带着 5张尘封了整整 28

年的农行存单，来到农行新龙县支行

网点办理取款并转存社保卡业务。原

来，张婆婆退休前在新龙县某中学工

作，退休后一直在康定市生活，搬家时

在自家衣柜里意外发现了这5张农行

存单后，便回到农行新龙县支行办理

业务。

然而，这些“古董级”存单账号属

于系统移植前的旧号，由于年岁已久，

在现行银行系统中根本无法查询到。

“客户着急，我们更急！”该营业网点负

责人扎西志玛回忆说。面对这个难题，

网点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没有丝毫

推诿——他们深知，这不仅仅是5张存

单，更是客户对银行的信任。该网点

“急客户之所急”，第一时间将情况向

上级行汇报。在农业银行甘孜州分行

运营管理部的高效协调下，一场跨越

层级的“寻号行动”迅速启动，两名工

作人员被立即派往农业银行四川省分

行档案中心协助展开工作。

在档案库中，农行工作人员逐页逐

项仔细地翻阅泛黄的清单。整整9天的

埋头苦寻，无数次的沟通核对……功夫

不负有心人，旧账号终于在庞大的数

据系统中，成功匹配到移植后的有效

新账号。

今年7月14日，张婆婆再次来到农

行新龙县支行营业网点办理业务。网点

工作人员陪同张婆婆一起去派出所、政

务大厅等窗口办理历史证明等手续，耐

心细致地解释政策流程，协助准备所需

材料……当业务办理完的那一刻，张婆

婆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每当晨曦微露，湖北省咸宁市第四小学的书

法教室里便飘散出淡淡的墨香。这所拥有55年历

史的学校，前身为咸安区永安南门小学，自2017

年更名以来，学校将书法教育打造成特色品牌，

1500余名学子在70余位教师的引领下以笔墨为

舟，遨游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河。

校园内，充满古韵的书法文化长廊陈列着一

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这是学校科学育人体系的

生动体现。荣誉室里，近百枚书法竞赛奖牌见证着

育人成果。近3年来，有800余名学生在各类书画

大赛中获奖，学校获评“湖北省书法教育示范学

校”“咸宁市十强学校”等。

为了让书法教育在这里实实在在地扎下根、

开上花、结出果，学校构建了三重保障机制。在管

理层面，学校下足功夫，专门成立了以校长为首

的专项领导小组，还制定了《书法教育发展规划》

等7项规章制度，把书法课正式纳入教学考核体

系，从制度上为书法教育保驾护航。在师资建设

上，学校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双轨培育”模式。一

方面，定期邀请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的专家来校，

给老师们进行专业培训；另一方面，积极引进高

校书法专业的优秀人才。在硬件设施上，学校打

造了三间专业书法教室、四间书法工作室，还在

校园各处精心布置，建起书法文化长廊、作品展

览区。浓郁的书法文化气息弥漫校园，学生们在

日常学习生活中，不知不觉就被书法艺术的魅力

所感染。

“注意这个字里垂露竖的写法。”在书法教

室里，书法老师一笔一画地给学生传递着书法

中的奥妙与乐趣。学校构建的“三层三维”教学

模式，让书法教育焕发新生机。分层教学体系

精准施教：低年级通过“笔墨游戏”培养兴趣，

中年级侧重结构训练，高年级则开展创作实

践。跨学科融合更显巧思——语文课解析汉字

演变，美术课探索墨色韵味，历史课讲述颜真

卿凛然风骨。

每年5月，学校都要举办书法艺术节。今年的

主题展区令人眼前一亮：青花瓷纹样的纸伞悬于

廊下，剪纸作品勾勒出咸宁山水……最引人注目

的，便是教师、学生、家长共同书写的动人场面。

一位参与活动的家长说：“我练字全是受孩子的

影响，看他热爱书法、练得刻苦，我也就跟着练

了。我父亲见孙辈字写得好，还拿他的字当样子

临摹，也练了起来。这就是家校共建最实在的影

响力。”

洪峰退去后的贵州省榕江县城，那片被淤泥

覆盖的“村超”球场，正一点点显露出它熟悉的轮

廓，见证着这座小城从激情燃烧的绿茵场到众志

成城的抗洪前线的非凡历程。从赛场的欢呼到灾

区的坚守，榕江人用最质朴的行动，书写出一篇震

撼人心的精神答卷。

/ 从赛场到灾区 /
炽热民风里裹着淳朴情

“村超”火爆出圈时，榕江人的热情如春日暖

阳，温暖而纯粹。卖鱼大叔放下秤杆，走上球场守

门，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守护着心中的梦想；苗族

阿婆提着自家熬制的酸汤鱼，热情地招呼游客加

餐；村民们敞开自家院子，让外地车辆停放，那份

豁达与友善，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这份热忱，成为了“村超”最独特、最动

人的“村味”，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然而，当洪水如猛兽般涌进县城，这份热忱瞬

间化作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灾难中绽放出耀眼

的光芒。寨蒿镇的王阿婆凌晨三点就起床，在昏暗

的灯光下忙着收菜。她把刚摘下的黄瓜、豆角一捆

捆地堆在三轮车上，嘴里念叨着：“救灾的娃娃们

得吃口新鲜的。”那朴实的话语，饱含着对救援人

员的关爱。

车江大坝的侗族大哥们支起十几口铁锅，熊

熊的炉火映红了他们的脸庞。腊肉在锅中翻炒得

喷香，大哥们的手腕因为长时间颠勺而发僵，但他

们只是简单地扒两口冷饭，就又接着忙碌起来。这

些在“村超”赛场外默默递水递粮的身影，此刻成

为了抗洪一线最坚实的后盾，用行动诠释着什么

是无私奉献和友爱互助，文明新风在热气腾腾的

人间烟火中具象化。

“炒完这锅就送！”64岁的吴家芝抹了一把额

头上的汗水说道。她把灶台从家搬到了食堂，环境

变了，但那份热情从未改变。举办“村超”时，她是

榕江县忠诚村足球队啦啦队成员；洪灾来临后，她

带着家人连续6天守在灶台前，精心烹饪着每一

份饭菜。

抗洪中，榕江共做出盒饭46.9777万份！这一

惊人的数字背后，是榕江人民团结奋战、守望相助

的暖心力量。

/ 从欢呼到坚守 /
体育精神闪耀抗洪一线

“倒挂金钩”的精彩进球画面还在网上热

传，那惊艳的一脚仿佛还带着赛场上的激情与

活力。当洪水漫过球场，月寨村足球队副队长李

敏杰脱下球衣，换上救援服，化身救援向导，带

领消防、武警官兵穿梭在齐胸深的洪水中。“老

人、孩子优先！”李敏杰的吼声穿透雨幕。6月25

日凌晨，他连续 36个小时未合眼，和队员用冲

锋舟转移被困群众，手指被绳索磨得血肉模糊。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体育精神的另一种诠

释，那就是在困难面前团结协作、勇往直前。据

榕江县应急管理局统计，月寨村足球队累计救

出300余人。

赛场上，人们为每一个精彩的进球而沸腾，欢

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而此刻，这片曾经充满激

情的土地变成了清淤大军的主战场。武警战士们

在齐膝的淤泥里奋力清理街道，他们的身影在泥

泞中显得格外高大。累了，他们就趴在铲车上歇几

分钟，然后又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干部们带着村民

拿着铁锨、推着斗车，一铲一铲地清理着淤泥。有

人手掌磨出了血泡，只是简单地缠上布条，就又接

着干了起来。他们在抗洪中的拼劲和坚韧，让我们

看到了体育精神在抗洪一线的延续和升华。

/ 从流量到暖流 /
八方支援汇聚中国温度

“村超”的火爆让榕江这个名字传遍全国，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当洪灾袭来，这份关注

瞬间化作了一股股暖流，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座

小城。新疆大叔阿里木江·哈力克带着 11头牛

赶到安置点，来不及休息便迅速支起大锅，开始

炖煮牛肉。“我把榕江当第二故乡，家里有事，必

须来！”阿里木江朴实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了浓

浓的深情。

宁夏“跪行巨人”胡雷辗转三天，克服了重重

困难，把10万元物资送到了县城。他说：“看‘村

超’时为他们鼓掌，现在该为他们搭把手。”这位身

残志坚的勇士，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大爱

无疆。企业家陈光标带着2000万元物资抵达后，

没顾上休息就跟着清淤队伍一起忙碌起来。“‘村

超’让我看到中国人的精气神，现在该护着这份精

气神。”他的话语坚定而有力，让我们看到了企业

家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爱心在继续传递，贵阳的商户送来矿泉水

和面包，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提供了基本的

物资保障；网友们在直播间里刷着“榕江加油”，

那一句句温暖的话语，如同点点星光，汇聚成了

照亮黑暗的希望之光。就像“村超”时全网为进

球欢呼那样，此刻，全国人民用不同的方式，为

这座小城加油鼓劲，让榕江感受到了来自全国

的关爱和支持。

球场会重启，团结不散场。眼下，榕江人已经

开始念叨：“球场得好好整整，7月26日的比赛不

能黄。”阳光下，有人在清洗被淹的球衣，有人在

晾晒受潮的锣鼓，淤泥里钻出的小草，正悄悄探

出头。

46.9777万份抗洪盒饭里的暖心力量
——贵州榕江县洪灾救援中的“中国式团结”

◎ 潘胜鹏曾淼

连日来，江西省新余市持续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不断攀升，电力供应迎来高峰“烤”验。国网新余供电公司不断完善迎峰度夏负荷管理，优化电网

调度运行方式，加强电网运维保供，全方位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间电力供应可靠。图为 7 月 17 日，在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电力工人在对电力设施进

行升级改造。 廖海金 摄

55 年的老学校让孩子们爱上笔墨
——湖北咸宁市第四小学打造书法特色教育品牌

◎ 赵陈芳车红林

贵州仁怀市
推进“茅台德庄书屋”文化服务平台建设

◎ 姚芳芳郑名锋

河南漯河市郾城区
彩礼“瘦身”宴席“减量”

◎ 张星

农行新龙县支行
28年“老古董”存单成功“复活”

陕煤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五小创新”成果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