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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沃土滋养时代新风
——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大力推进文明培育工作

◎ 樊永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四化四融”工作探析
◎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吴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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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如同一颗

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藏高原腹地。这里不仅是

英雄杰桑·索南达杰的故乡，更是新时代生态

文明与红色精神交融的热土。近年来，治多县

以“红色铸魂、绿色守护”为主线，绘就了一幅

文明培育的壮美画卷。

红色传承，生态守护

治多县是“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的故

乡，也是他一生致力于生态保护事业的起点与

精神根源。当地村民继承着杰桑·索南达杰的

遗志，成为新一代的“环保卫士”，用实际行动

守护着三江源的生态环境。

“索书记出生在我们索加乡，他是我们的

英雄，他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献出了自

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我

们不能让他的心血白费。”一位来自索加乡的

牧民说。

为了进一步弘扬杰桑·索南达杰的精神，

深化生态保护与红色文化的融合，治多县将

“红色索加”项目建设工作作为工作重点，县委

主导、政府投入、专班协作、企业实施共同发

力，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

在融合发展上，治多县运用历史线、人物

线、道路线等，将县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

然景观、产业基地、文创基地串成线，与相邻地

区连成片，通过跨区域开发精品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线路，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游客们可

以沿着杰桑·索南达杰曾经走过的道路，感受

他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同时欣赏到三

江源的壮美景色。

为了深挖可可西里坚守精神特质和时代

价值，下一步治多县将充分调动和发挥相关专

家、学者和研究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进“红

色索加”人物故事、文物故事挖掘整理和宣传

报道工作全力支持和推动杰桑·索南达杰文史

资料、实物等的挖掘和整理保护，让“红色索

加”项目成为治多县文明培育工作的金名片。

汇聚正能量，弘扬新风尚

近年来，治多县深挖“着力打造高原精神展

示区，用好可可西里坚守精神传家宝”的精神内

核，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以文明培育为

目标，持之以恒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无声地送到百姓心里。

加吉博洛镇日青村聚焦红色传承，成立藏

汉双语“车轮宣讲队”，深入牧区帐篷开展沉浸

式教育。宣讲队成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牧民们讲述党的历史和政策，传唱牧民自创的

《十谢共产党》藏语歌谣。

一位牧民激动地说：“听了宣讲队的讲解，

我们更加了解了党的好政策，也更加坚定了跟

党走的决心。”该村组织青少年赴红色基地研

学，以老党员口述历史、青年分享感悟形式，弘

扬社会正能量。

布久·索南更青是原索加乡卫生院院长，

2024年荣获“青海好人”称号。23年来，他走遍

了索加乡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穿梭于

4700多米的高寒缺氧的崇山峻岭之间，顶风

冒雪为5000多名牧民送去健康，被当地群众

亲切地称为“天边的医生”。

在“先进典型进校园宣讲会”宣讲中，布

久·索南更青讲述了自己的从医历程和助人经

历，鼓励师生们要心怀善意，乐于助人，用自己

的力量为社会贡献一份爱心。

同时，治多县线上线下齐发力，统筹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利用公民道德宣传

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月在全县主要街

道、广场、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设置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栏。

治渠街社区创新打造“爱心驿站”公益直播

矩阵，以“云端助困”点燃社区温情，通过“直播

带货+线上募捐”双线联动，精准帮扶辖区困难

家庭，同步激活红色基因传承工程，选拔培养

“红领巾宣传员”5名、“红色之声宣讲员”6名，形

成“公益纾困解难、红音浸润人心”的基层治理

新范式，让文明新风从手机屏幕涌向千家万户。

榜样引领，志愿行动

巴洪加罗，一位普通的牧民。从2016年

起，他每年都会对多彩乡境内的河流、冰川进

行普查工作，并对观察信息进行详细记录，装

订成册。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牧民参与

到了保护高原生态的队伍里，用心、用情去守

护雪山水源，2023年荣获“青海省优秀青年志

愿者”优秀个人奖。

“水是生命之源，我们必须保护好它。”巴

洪加罗坚定地说。他的坚持和付出，不仅为当

地的生态保护作出了贡献，也感染了身边的

人。如今，他带领下的志愿服务队伍迅速发展

壮大，从最初的12人扩展至如今的180人。他

们深知责任重大，不畏艰难险阻，每年坚持开

展两次水源普查活动，深入无人区，对水源、不

冻泉、湖泊等进行详尽的记录与观测。

巴洪加罗自豪地说：“我们用一组组数据

记录下了冰川、河流容易被人们忽略但又非常

重要的变化，让深藏在高原深处的水源有了专

属的‘身份证’。”

“他们以志愿行动结合教育推广，在保护

高原水源的同时尊重原生态，运用镜头记录动

植物踪迹，创作展现故乡生态之美的影像作

品，为牧村文化注入生态维度。”多彩乡乡长憨

化帅说，在乡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服务队创

新采用“服务+宣传”模式，通过组织引导牧民

群众参与，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构

建起生态保护与牧区发展的良性互动体系。

治多县的文明培育工作，是一场充满爱与

责任的征程。从红色传承到基层治理，从志愿

守护到道德风尚建设，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治

多县人民的心血和汗水。在这片美丽的土地

上，文明之花正绚丽绽放，照亮着人们前行的

道路。

“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青海省玉树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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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州治多县
融媒体中心提供

本报讯（左林生）“衡阳群众当模范，文明条例共弘

扬。小事做起聚大爱，文化名城永留芳。”近日，在湖南

省衡阳市雁峰广场，一阵铿锵的手鼓声伴着朗朗上口

的顺口溜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这是衡阳新闻网组织

的网友志愿者正在用新颖的方式宣传新修订的《衡阳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以往枯燥的政策条文，如今变成了充满节奏感的

“文明之歌”。20余名志愿者，一边敲着手鼓，一边朗诵自

编的《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歌谣》。欢快的鼓点，把“垃

圾要分类”“排队守秩序”这些文明规范唱进了市民心里。

“政策宣传不能总是板着脸。”活动负责人、全国最

美志愿者欧阳胜梅介绍，在衡阳市文明办的指导下，他

把新修订的《条例》编写成《条例歌》，并制作成短视频，

在社交平台上广为传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据了解，由衡阳新闻网网友组成的网络志愿者，把

所有地方性法规都编写成顺口溜、快板书、短视频、儿

童剧，用文艺方式宣传地方性法规。如今在衡阳，这样

的文明宣传已成新风尚。

湖南衡阳市：《条例歌》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湖南省宁乡市横市镇云山村

的村民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群策

群力，决心从重金属污染治理发力

攻坚，通过高品质农田改造、资源

整合、产业升级等举措，争取把云

山村打造成为“智慧型生态化全域

有机特色村庄”。图为7月13日，北

京生态农业产业协会专家和湖南

省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到云山村调

研、指导湘莲种植。 杨初摄

绿色赋能
发展提质

近年来，四川省南江县积极探索宣传文化

阵地一体化融通、两大功能集成化融汇、三支

队伍主体化融聚、四项活动常态化融入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1234”建管模式，推动优势互补，

实现了蝶变发展。

推动资源整合，实现服务阵地“一体化”

融通。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全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体系建设，研究决定用资源整合、阵地融

通的方式，把原影剧院、体育馆、文化体育广场

等场馆进行整合，升级改造建成3.5万余平方

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综合服务体，形成以

思想解读、书苑学习为载体的理论学习感悟

区，以科普实践、“邻”聚里为要件的文明实践

体验区，以红塔、简家坝、杨家河社区为核心的

辐射带动示范区。同时，整合县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童伴之家、青年夜校、志愿驿站和

农家书屋等资源，形成了1（中心）+32（所）+

414（站）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实现阵地建

设全覆盖。

推动信息聚合，实现服务功能“集成化”

融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传统服务方

式，建好“两大智慧平台”，放大宣传、教育、引

领、服务群众的功能效应。建好指挥调度平台。

搭建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中

心管所、所管站”的管理架构，开发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云平台”，连接“掌上南江”

APP，打造集指挥调度、数据分析、宣传教育、

服务群众于一体的智慧化平台，形成“群众点

单、中心制单、平台派单、志愿者晒单、群众评

单”的全链条服务和管理体系。建好宣传舆论

共享平台。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和图书馆、文化馆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迈进，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

察重要指示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巴中篇章南江实践等宣传内

容，通过线上智慧平台同频宣传。

推动力量汇合，实现服务队伍“主体化”

融聚。紧扣融合发展目标，把宣传、文化、教育、

科技、卫生、妇联、团委等各方力量调动起来，联

动抓落实、持续抓推进，着力解决有人做事、有

能力做事的问题。坚持力量聚合。积极探索建立

宣传系统和群团组织文明实践会商研判机制、

国省级文明单位和乡村学校少年宫同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结对帮扶机制、公共文化志愿服务

积分管理机制、文明实践新闻宣传和成效评估

机制，着力锻造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对共建和

志愿服务“三支队伍”，把600余名县乡村文明实

践工作者、14个国省级文明单位和32所乡村学

校少年宫结对共建帮扶者、8支专业志愿者服务

队成员聚合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推动者，推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推动服务融合，实现服务活动“常态化”

融入。坚持服务融入，推进传理论、解民忧、树

新风、兴产业“四项活动”常态化、有温度、接地

气。一是开展“传理论”活动，推动党的政策理

论深入人心。开办“南江红叶讲习堂”“南江干

部讲习堂”，为全县党员干部“补钙”强基、“充

电”赋能。二是开展“解民忧”活动，推动利民政

策温暖人心。“三支队伍”常态化深入乡村一线

开展送政策、送科技、送法律、送健康、送文化

等公共文化志愿服务。三是开展“树新风”活

动，推动文明新风沁润人心。成功举办2024年

全国“村晚”、2025年百姓“春晚”和“我在文明

实践中心过佳节”等有影响力的文明实践活

动，得到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推动文

体创新发展，打造南江“集州欢歌”“羊BA”篮

球竞赛等特色项目，让群众深切地感受到地方

文艺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四是开展“兴产业”活

动，推动增收致富凝聚人心。打造各类文化IP

助推乡村文化产业振兴发展，推动光雾山5A

级旅游景区和云顶茶乡、玉湖长滩4A级旅游

景区等文旅融合发展，展现出新时代文化惠民

的新特色、新魅力、新亮点，同心绘就产业强、

文化兴、乡村美、群众富、社会安的乡村振兴秀

美画卷。

湖北嘉鱼县
“新风市集”文明实践

火热开场

本报讯（王麒邓丹）香飘四溢的厨艺擂

台、激情沸腾的运动会场、精彩纷呈的才艺

表演、便民惠民的义诊服务、有趣有益的文

明集市……7月11日傍晚，2025年咸宁市

“社区文化节”（嘉鱼专场）暨嘉鱼县“新风

市集”文明实践活动在湖北省咸宁市嘉鱼

县二乔公园火热开场。

公园两侧，摊位林立，人潮涌动。文明

集市活动设置摊位33个，内容涵盖抗洪精

神宣讲、移风易俗宣传、文化惠民、家电补

贴政策宣传、农业技术咨询、科学技术普

及、法律知识普及及援助等。

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的文化惠民宣传

摊位前，一件件精美的剪纸服装吸引了众

多市民驻足观看和拍照。为了更好地展示

服装，嘉鱼县剪纸协会会长冯五一带领会

员和旗袍协会的成员们一起，现场穿上服

装走秀展示。

心理咨询区内，志愿者们耐心倾听市

民需求，帮助市民排解烦恼、缓解压力；就

业咨询摊位前，志愿者在了解市民的就业

需求后，仔细地为他们讲解就业政策；科学

知识普及摊位旁，居民手拿宣传册，听着科

学知识讲解；健康社区行专区，嘉鱼县中医

医院的摊位前排起长队，许多居民前来体

验义诊服务……

音色浑厚、声韵悠扬的呜嘟独奏《梦里

水乡》令人沉醉；湖北道情《移风易俗树新

风》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传递着移风易俗、树

立新风的理念；三句半《嘉鱼八镇美名扬》

描绘了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精彩节目

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这场融烟火气与文明风于一体的社区

文化盛宴，不仅让居民在味蕾跃动、汗水挥

洒、艺术熏陶中感受到邻里温情，更以“新风

市集”为纽带，让文明理念悄然浸润人心。

河南周口市
“文化纳凉”成为
市民避暑新时尚

本报讯（黄佳）近日，在河南省周口市

的博物馆、图书馆、道德书屋等公共文化空

间，不少市民在这些地方参观、学习，“文化

纳凉”成为市民避暑新时尚。

上午9时，笔者走进周口市图书馆，清

凉扑面而来，一楼的读者自修室内已坐满

了人。“户外热得像个大火炉，走两步就汗

流浃背。图书馆内凉快又安静，阅读氛围特

别好。”市民王女士说。

周口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进入暑

期以来，进馆人流量较平时增加很多，每天

有1500余人次到馆。针对高温天气，周口

市图书馆延长服务时间，读者自修室从8

时至20时开放。同时，周口市图书馆招募

了志愿者，负责馆内书籍整理、读者服务等

工作。

上午10时，笔者走进中心城区一间道

德书屋，一进门，清凉扑面而来。室内温度

适宜，大家手捧图书，享受阅读乐趣。

在周口市博物馆，也有不少市民前来

参观。周口师范学院学生刘迪认真观赏每

一件展品。刘迪表示，了解一座城市历史文

化的最好方式就是走进博物馆。

多位市民表示，周口既有博物馆、图书

馆、美术馆等大场馆，也有小而美的道德

书屋。这些场所，不仅有着宜人的环境，还

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成为“文化纳凉”的

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