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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笔绘就幸福长卷
——云南省楚雄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纪实

◎ 夏世然高庆

退休法官刘元寒夜冰湖踊跃救人——

“虽然后怕，但庆幸自己做了该做的事”
◎ 本报记者施华琼

编辑 任维佳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晨光熹微，彝海公园乐跑队伍用脚步丈量

城市之美；华灯初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家

长夜校”笑语盈盈；田间地头，“红扇子宣讲团”

用乡音传递党的声音；街头巷尾，12.8万“志愿

红”绘就温暖底色……这是新时代楚雄的精神

文明图谱，是“中国火城 浪漫花都”用文明之

笔描绘的幸福长卷。

近年来，楚雄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推动文明培

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积极推进城乡精神文

明建设融合发展，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民生为本
绣花功夫雕琢城市品格

楚雄市以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为龙头工程，

将“中国火城 浪漫花都”城市IP打造与民生改

善深度融合。

坚持以“微更新+精治理”双轮驱动，2024

年投资21.8亿元实施8个城市基础设施更新

项目，打通3条断头路，改造35个老旧小区，

留住城市历史文化记忆。实施359个“九美”领

域项目，新建、改造15个口袋公园和龙江公

园、西山公园、桃源湖等城市公园，新增绿化面

积86.81万平方米。

开展街道“清爽行动”，集中整治“六乱”，

拆违1.6万平方米，维修养护市政道路3万平

方米，处置案件5200余件。格林天城、幸福里

等一批“云岭先锋·红色物业示范小区”服务管

理改革成为省级试点，建筑垃圾资源化和餐厨

垃圾无害化处置项目获省发展改革委“骏马

奖”，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同步提升。

德润心田
榜样星河照亮精神家园

威楚大地上，闪耀着无数道德星辰：“云岭

楷模”张之道深耕彝医药事业，以仁心仁术守

护生命；“全国先进工作者”段莉萍三十一年

如一日，用法治天平称量人间正义；“云南

好人”顾勤言14年无偿献血31600毫升，让

热血化作文明火炬……楚雄市积极建立

“发现—培育—传播”的典型选树机制，让

道德之光聚成星河。

探索“城市文明合伙人”机制，开展“学雷

锋文明实践标兵”评选，吸引带动市民踊跃参

与到文明建设中来，共同传递文明理念，不断

扩大“文明朋友圈”。在微信公众号开设“榜样

如炬 追光前行”专栏，让榜样力量“触手可

及”。组织道德模范故事宣讲进社区、进机关、

进学校活动86场次，推动先进典型从“荣誉

墙”走进“百姓家”。

实践赋能
服务网络织就幸福经纬

依托“1+16+154”三级实践矩阵，打造“文

明实践综合体”：在山区，大过口乡“双语”宣讲

队用彝语传播党的二十大精神，用“土话”解读

《村规民约》，真正实现政策入心、文明生根。

在城市，学桥街社区14位阿姨组成“缝补

孃孃”志愿服务队伍，累计开展义务缝补活动

180余次，服务辖区居民4000余人次，缝补衣

服、唠家常，她们不仅是“缝补孃孃”更是“知心

大姐”；在校园，“红领巾讲解员”用“童心、童眼、

童语”，讲述家乡社会的脉动和发展轨迹……这

些带着烟火气的实践项目，像毛细血管般渗透

城市肌理。

从老年人“幸福食堂”到“骑手友好型社

区”，从“智慧助老”到“青年夜校”，300余个实

践项目编织成服务网络，托起群众“家门口的

幸福”。

新风化雨
文明乡风唤醒乡村诗意

“好个以口夸，三百六十家，三条大巷口，

三杆大喇叭……”，青砖古巷间传唱着百年民

谣，“花灯窝子”以口夸村正用诗歌书写乡村

振兴新篇章，这个中国诗歌艺术小镇里，农民

在耕作之余提笔创作，将新农村的富足生活

与文明乡风凝成诗句。村中随处可见古诗墙，

传统民居与诗意景观相映成趣，吸引游人纷

至沓来，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在“千万工程”引领下，楚雄市深推农文旅

融合，紫溪桃花文化节、子午油菜花艺术节、大

地基“山谷里的夏天”文化旅游节……“一乡一

品”的节庆图谱，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乡村新图景。更令人欣喜的是，传统文化与时

代精神碰撞出新火花：通过依托“绣娘培养+

家风建设”模式，使妇女在提高经济收入的同

时成为文明家庭建设主力军，彝族绣娘将“节

俭持家”“孝老爱亲”绣入作品，千年彝绣绽放

出新时代文明之花。

培根铸魂
阳光雨露滋养成长沃土

以“铸魂育人”为主线，将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纳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

程，构建“党建领航、三维共育”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体系。《威楚鹿鸣·威楚少年说》思政

课堂，网络点击量突破21万次，“小邱法治课

堂”校园法治宣传教育覆盖7万人次。选树各

级新时代好少年4761名，常态化开展“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教育实践活动 3700 余场

次。建成各级文明校园56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实现社团活动全覆盖。建成预防青少年犯

罪警示教育专门学校1所，整合希望公益服

务中心、怡宁心理咨询等社会机构为未成年

人提供免费咨询服务。持续推进“利剑护蕾”

专项行动，构建从思想引领到实践护航的全

链条关爱体系，让崇德向善的种子在威楚大

地生根发芽。

站在西山观景台远眺，万家灯火与满天星

斗交相辉映。斑马线前的礼让驻车律动城市文

明脉搏，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银针绣线勾勒时

光图腾，“缝补孃孃”的巧手织就连心纽带，“红

领巾”的清音传颂未来憧憬。楚雄市正以“强州

府”行动为统领，在新时代文明航程中破浪前

行，向着“居者心怡、来者心悦”的幸福港湾全

速进发。这里，每寸土地都跳动着文明的脉搏，

每个角落都流淌着幸福的叙事。

7 月 4 日，青年医学

生志愿者来到浙江省湖

州市德清县乾元镇德馨

医康养中心，为老人们

测量血压、指导锻炼身

体、讲解高温天养生知

识，丰富暑假生活。图为

志愿者和老年人拉家

常，传授高温防护知识。

倪立芳张彩英摄

本报讯（唐云峰 郭若雪）日前，“中国梦·劳动

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5年绵

阳市劳模工匠巡回宣讲经开区专场暨“绵阳工人大思

政课”专题活动举行。

活动中，全国劳动模范曾明军、绵阳市劳动模范

李婷、绵阳市劳动模范李晓川作为劳模工匠代表，向

现场职工分享各自在岗位上践行初心、勇担使命的经

历。这是一堂催人奋进的思政课，汇聚榜样力量，传递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现场，三位劳模工

匠代表讲述其成长故事，时而激情澎湃，时而细腻婉

转，引发在场职工的强烈共鸣。

百年工运精神薪火相传，新时代劳模力量澎湃不

息。绵阳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通

过劳模工匠的奋斗故事，传递新时代劳动精神，激励

广大职工以劳模为榜样，在各自岗位上钻研创新、拼

搏奉献。”

传递新时代劳动精神

绵阳市劳模工匠巡回宣讲（经开区专场）举行

广西桂林市
40多个家庭
沉浸式体验生态监测

本报讯（陈娟 蒋颖欢）近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

称“桂林中心”）联合桂林市生态环境局，

举办“大手拉小手，共探生态监测奥秘”主

题亲子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活动。40多个

市民家庭走进生态监测一线，沉浸式感受

生态监测的魅力，领略环境监测工作的科

学与严谨。

在亲子生态科普课堂上，桂林中心专

业科普讲解员带来精彩讲座，搭配生动有

趣的环保科普动画视频、趣味十足的环保

小知识问答，让孩子们对生态环境保护有

了更直观的认识。

据了解，桂林中心具备水、大气、土

壤、生物等六大类417项检验检测能力，

配备345台（套）仪器设备，承担辖区内多

个空气和水质自动监测站点的运维工作，

通过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

每年分析近4万份样品，为地方环境治理

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如画江西”牵手“清新福建”
江西文化和旅游推介会
走进福州

本报讯（黄国勇）近日，由江西省文化

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如

画江西 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福州）

推介会在福州市举办，江西、福建两省相关

设区市文旅部门和重点旅游景区、旅行商

代表、游客、市民等200余人参加。

推介会上展示了江西的如画山水，发

布福建游客入赣游153条优惠政策。江西

九江庐山风景区与福建莆田湄洲岛妈祖

文化旅游区、江西上饶三清山风景区与福

建宁德太姥山风景区等签订景区结对合

作协议。两省相关旅行社签订客源互送协

议，在资源整合上深度挖掘自然与人文资

源并优化配置，在宣传推广方面创新策略

拓宽渠道，在市场开放领域破除壁垒构建

统一市场，在线路串联时精心打造跨区域

特色线路，协同推动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

贵州三穗县
构建骑手“随手拍”
闭环治理新格局
◎ 赵来睿

去年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三穗县创新推行“骑治行动”，以外卖、

快递骑手为基层治理“新力量”，通过“随手

拍”实现“问题发现—快速处置—整改反馈—

长效激励”闭环管理，形成“人人参与、即时响

应、全程可控”的治理新模式。

织密“探头网格”，全域覆盖发现问

题。组建198名骑手“文明观察员”队伍，

覆盖外卖、快递等7家企业，开展岗前培

训，明确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破损广告、

占道经营等6大类监督职责。开发“骑治

行动”小程序，支持“拍照+定位+描述”一

键上报，30秒内完成信息上传，精准定位

背街小巷、社区死角等传统监管盲区。

构建“快处链条”，智能协同高效处

置。建立“30秒分类派单”机制，三穗县文

明办按问题类型自动分派至综合执法局、

住建、交警大队、市场监管局等责任部门，

杜绝职责推诿。严格设定“24小时响应、

72小时办结”时限，部门处置后上传整改

图文至平台。

深化“双轨反馈”，闭环倒逼治理实

效。处置结果自动推送至上报骑手，附整

改前后对比图及文字说明，骑手可对结果

进行满意度评价。

刘元口中提及的“后怕”，源自两年前那个

惊心动魄的寒夜。2023年2月13日晚8时许，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退休干部

刘元与妻子、朋友正在湖边漫步闲聊。突然，一

名中年妇女神色慌张地跑来，并用方言大喊：

“有人落水了！”刘元心头一紧，来不及多问，便

朝着事发点飞奔而去。

跑至湖边，只见一名女子在水中拼命挣

扎，双手胡乱拍打着水面。“不要动，你不要

动！”“快！用衣服连绳子……”刘元一边大喊，

一边迅速脱下外套。周围群众纷纷响应，七八

件衣物很快连成一条“生命索”。刘元半跪在桥

边，使出浑身力气抛出绳索，同时大声呼喊女

子抓住。然而，女子因恐惧多次错过绳索，身体

也在暗流推动下逐渐向湖心漂去。

“来不及了！”眼看着女子头部没入水中，

刘元心急如焚。他毫不犹豫地扯下毛衣、蹬掉

皮鞋，纵身跃入漆黑的湖水。二月的湖水冰冷

透骨，淤泥和腐草缠绕着刘元的双腿，让他每

游动一下都非常艰难。刘元咬紧牙关，凭借微

弱的路灯灯光奋力逆流游向女子。他心中只有

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人救上来！”

靠近落水女子后，刘元一把拽住她的衣

领，并低吼安抚道：“坚持住！马上到岸了！”他

用单手托住女子颈部，另一只手臂则拼命地划

水。随着体力逐渐消耗，刘元的双腿越来越沉

重，水草在腿上划出道道血痕，寒痛钻心，可他

没有丝毫退缩。

“老刘！快抓住！”循着妻子焦急的呼喊

声，刘元拼尽全力游向岸边。他一手牢牢抓

住栈道栏杆，一手奋力托举起女子，在众人

合力拉拽下，成功将女子营救上岸。妻子心

疼地跑来为他披衣服，他却颤抖着摆手：“先

看看她！”

在救护车和警方陆续赶到现场，女子脱离

危险后，刘元和妻子悄然离开，没有留下姓名。

回忆起当时情景，刘元妻子仍心有余悸：“我很

担心他，他又没学过救生，湖水里那么冷，那么

危险。但我知道他的性子，看到有人遇到危险，

肯定会毫不犹豫冲上去。”

次日，景区警务室通过监控找到刘元。面

对女子父母的鞠躬致谢，刘元郑重地说：“不用

谢，人救回来就是万幸。”

刘元救人的事迹传开后，有人问他怕不

怕，他说：“怕，怎么不怕？但当时我顾不上想

自己。”同事张晓伟为刘元点赞：“刘老师平时

工作认真负责，对我们年轻同事也非常照顾，

极富有正义感。这次勇救落水者，就是他会做

的事。”

2024年1月，刘元荣获“红河州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称号。面对荣誉，他平静地说道：“我

只是做了每个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

他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怀揣着善心和热心，并

根据自身能力提供帮助，社会就会更加温暖。

暑
假
实
践
忙

“当时跳下去，啥都没有想！我

不可能让这条生命就在我眼前消逝

了嘛！”今年初春时节，刘元再次回

到了云南省石屏县异龙湖国家湿地

公园，站在当初救人的栈道边，他目

光深邃地望向宽阔的湖面感叹道，

“虽然有点后怕，但庆幸自己做了该

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