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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随风飘扬在高原
◎ 本报记者朱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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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图书馆“占座倡议”推出
文明阅览新风尚，座位管理更高效

本报讯（卢星宇 丛雨萌）暑期已至，图书馆迎来入

馆高峰。为破解长期以来困扰读者的“人不在、物占座”

问题，提升公共资源利用效率，6月27日，成都图书馆

正式推出《成图暑期文明阅览倡议｜让每个座位都等

来读书人》，对离座时限提出30分钟的“温情守候”，并

配套多项创新服务，力求在暑期高峰来临前营造更公

平有序的阅读环境。

高原天气多变，在西宁市城中区，85

岁的殷得珍吃过早饭后与老邻居在小区

花园里聊天，一转眼雨就落了下来。花园

北侧有一条风雨廊，几位老人移步廊下，

在满目绿意中倚栏听雨。

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青海省疾控

中心家属院，曾因设施老化等问题让居民

忧心忡忡。在征集意见和实地调研的基础

上，小区改造工作于2024年正式启动，全

过程“低扰民、高效率”，5个月就完成了

施工。

小区环境变宜居了，居住在这里已45

年的殷得珍有着最真切的体会：“现在道

路平整了、绿化变多了，没事我就喜欢下

楼走走。院子里还规划有停车充电区域，

解决了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过段时间幸

福食堂也要营业了，我们老年人很开心。”

在青海，老旧小区正在“逆生长”。

2018年以来，青海已有70多万群众受益

于老旧小区改造，今年正力争实现2000

年以前建成、有改造意愿的小区基本完成

改造，让城市文明内生动力持续涌动。

文明新风吹拂高原，街头巷尾展现

新颜。

自从家附近有了“口袋公园”，居住在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的李香

玲生活又多了几分惬意。“以前想去公园

里放松一下要走上半个小时，现在下楼几

步路就有‘口袋公园’，园内不仅有健身器

材还有儿童玩耍设施，无论早晚总是很热

闹。”李香玲爱去的口袋公园叫“云歌

园”，园内的欢歌笑语从高原飘向云端，如

涟漪般扩散开来。

成功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的格

尔木市，“见缝插绿”积极推进“口袋公

园”建设。漫步于航空巷、柳树巷、光明社

区……一个个曾经的城市空间“边角料”

变成“上好料”，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

为市民生活常态。

串珠成链的绿意不只在格尔木蔓延，

近年来，青海充分利用城乡边角“碎片”为

群众幸福生活“加码”，集文化、生态、健

身、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口袋公园”，让

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文明创建的暖意。

点缀于城乡的“口袋公园”小而精，散布

于草原的生态保护区广而美，高海拔的无尽

画布上，生态宜居的文明底色日益鲜亮。

在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江

西沟生态保护站，多杰娘吾每日的巡护路

线超过15公里。来自牧民家庭的他对生

态管护员这一身份有着深刻的感悟：“巡

护工作虽然辛苦，但守护青海湖、保护家

乡生态，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青海湖沿岸三州四县，和多杰娘吾

一样参与生态管护的牧民如今已逾百名。

随着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任务的不断推

进，12个生态保护站吸引了越来越多牧

民成为生态保护的保护者、宣传员。青海

以“生态+文明”的生动实践，让高原绿脉

成为文明底色。

6月21日10点，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随着“滴滴”两声鸣笛，一辆绿色邮政面包

车停在了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下原镇野树

村3组一间低矮的水泥平房前。

车里的人还没下车，大门就“吱呀”一

声打开了。86岁的杨炳文拄着拐杖，眯着昏

花的眼睛向门外张望：“是小朱来了吧？听

着车声就知道是你。”

杨炳文口中的小朱是如皋邮政分公司

下原支局揽投部的邮递员朱磊，也是如皋

“爱心邮路”的一员。

从1998年开始，如皋邮政局的百余名

乡邮员在承担“信使”工作的同时，在137条

“爱心邮路”上还照顾和帮扶着邮路上的孤

寡老人、困境村民等群体。2003年，如皋“爱

心邮路”被评为江苏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

设新人新事。2006年4月，如皋“爱心邮路”

得到中宣部推荐，受到广泛宣传，赢得普遍

赞誉。

这些年，如皋邮政系统一代又一代的

乡邮员们依然书写着“爱心邮路”上的故

事，在完成繁重投递任务的同时，坚持做好

事助人为乐。

2024年，朱磊从师父朱金华的手里接

过了野树村这条邮路的工作，也接过了照

顾无儿无女的杨炳文和薛汉英这对老夫妇

的责任。“我的师父朱金华是如皋‘爱心邮

路’建设的党员先锋投递员之一，在乡邮路

上相继帮扶了7户8位老人。杨炳文和薛汉

英就是他长期照顾的对象。”朱磊说，师父

退休时，嘱托他要好好照顾两位老人，用行

动让“爱心邮路”精神永远传下去。

带着师父的嘱托，朱磊在野树村这条

邮路上传递着信件包裹，同时也将温暖与

希望送进了杨炳文、薛汉英两位老人的心

坎里。

每次经过杨炳文和薛汉英的家时，朱

磊都会进去探望。他不仅帮老人干农活、

做家务，帮他们买菜、买水果和药品，更常

常坐在院里陪老两口唠家常。每逢雨季，

他都会提前准备好防水材料，及时为老人

修补房屋。看到老两口靠养鸡维持生计，

朱磊就自掏腰包为他们购置优质鸡饲料，

鸡产蛋后积极帮助联系买家。在朱磊的帮

助下，两位老人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

“这是 2 袋蔬菜，1 袋香蕉，还有 3 盒

降压药。蔬菜尽快做了吃，不要舍不得，下

次来了再帮你们带。降压药也要按时服

用。最近梅雨季，屋里潮气重，也要多注

意。”在朱磊心中，年迈体弱的杨炳文和薛

汉英就像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下车进屋

后，他把带来的东西搁在桌上后，一边轻

声嘱托，一边挽起袖子，动作麻利地帮老

人收拾屋子。

“以前，小朱的师父朱金华就常来我

家帮忙，又是拎水又是做饭的。后来，小朱

告诉我们，他的师父退休了。这孩子就接

过师父的班，经常带着香蕉、橘子来看我

们，说软烂好消化，还帮我们洗衣服，是个

好孩子。”87岁的薛汉英边说边剥开一根

香蕉。

一条贯穿野树村的邮路，承载着“爱心

邮路”的光荣传统，见证着朱金华、朱磊师

徒的温暖承诺。采访终了，朱磊说，师父曾

教导他，邮递员送的不只是信件，还有一份

份真挚的心意。他会始终铭记师父的教诲，

努力帮助邮路上有需要帮助的人。

从师父到徒弟，“爱心邮路”代代延续──
送信路上帮助孤寡老人

◎ 本报记者李林晅

扫
码
看
视
频

上海：“红色印记”2025年
少年红途行活动发布

本报讯（吴頔）6月26日，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

办公室主办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优秀暑期项目发布，围

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这一育人目

标，设计“红星筑梦”“智创未来”“青春破浪”“艺彩绽

放”“文明润心”五大主题篇章，现场发布了“红色印记”

2025年少年红途行活动，推出19条红色寻访线路，引

导青少年用脚步丈量这座光荣之城，在行走中感悟信

仰的力量。每位参与者还将获得“光荣之城红色‘沪’

照”，通过完成场馆任务生成学习报告。

江西：万名大学生进千站
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行动

本报讯（宋思嘉）6月30日，江西省“强国有我、青

春有为”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暨2025年“万名大学生进千

站”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行动启动，来自全省109所高校

的1万余名大学生，将于暑期走进全省1403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直面基层群众，深化拓展文明

实践活动维度，持续唱响“德润赣鄱”文明品牌。

广西南宁：“Citywalk看文明”

本报讯（万一鸣）6月24日，广西南宁市举办2025

年“Citywalk看文明”主题活动。活动精心设计“文明示

范线路”，将青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南宁方特东

盟神画、新华书店23号店、金湖广场等特色文明地标串

珠成链，通过沉浸式体验与互动式讲解的方式，让市民

和游客深度感知南宁市在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塑造文

明风尚方面的建设成就，推动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

享”的文明创建新格局。

今日看点

让银龄更健康
让心灵有港湾

在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今天，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已成为“健康中国”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命题。

这是一场需要多方协力的“温柔革命”,让我们以

行动回应这一时代命题，用理解与陪伴帮助老年

人跨越心理鸿沟，让长寿时代不仅延展生命的长

度，更赋予生命从容的温度。

A4 聚焦

巍巍高原，生态如画，文明如歌。

在青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以

民生福祉为底色、以生态保护为根

基、以文化浸润为纽带的精神文明

建设正蓬勃开展，高原的风携着文

明的种子，在每一寸土地上滋养出

生动的文明故事。

青青海海
文明底色

城市空间“边角料”变成

“上好料”，利用城乡边角“碎

片”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让

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文明创建

的暖意。

多样宣讲

流动宣传“探头”们翻雪

山、跨河流，让党的创新理论

“传”入千家万户、“播”到田间

地头、“走”进群众心坎。

移风易俗

粗瓷大碗里盛满土豆、青

菜、面片等熬成的汤饭，一碗

“熬饭”飘散的香气，滋养着文

明的种子在群众心中生根

发芽。
前不久，一条总点击量超122万次的

视频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火出了圈。

视频中，民警帅气出镜讲解案例，吸引群

众纷纷转发，宣讲内容在一次次点赞中入

脑入心。

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

紧扣“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目

标，全力打造“七彩联盟”宣讲品牌，因地

制宜组建百姓宣讲团、花儿宣讲团、网络

宣讲团等7支宣讲队伍，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传”入千家万户、“播”到田间地头、

“走”进群众心坎。

互助县精彩纷呈的宣讲工作，是青

海全面深入开展理论宣讲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紧紧围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各地在持续推

动宣传宣讲大众化、通俗化等方面出新

招、务实效，聚力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

步的“青海样板”。

连日来，才让加背着材料和笔记本，

穿梭于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隆务镇热

贡路社区的多个小区，宣讲高龄补贴等惠

民政策。作为社区委员兼网格长，下网格

开展宣讲是才让加日常工作的重要一环。

热贡路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

居社区，在宣讲过程中，才让加会把政策

条文转化成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当注意

到有居民对政策存在疑惑，他利用社区微

信群推送政策解读小视频；针对行动不便

的老人，他还主动上门讲解，确保每一位

居民都能享受到应有的政策福利。

在黄南州，像才让加这样的流动宣传

“探头”遍布四县，他们翻雪山、跨河流，

走村入户，将党的理论和惠民政策送进千

家万户。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

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

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日前，西宁市城

东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

展馆迎来又一批参观者，来自西宁市晓泉

小学的小讲解员声情并茂地进行讲解。

（下转A2版）

多样宣讲探索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高原百姓家

“生态+文明”实践 让高原绿脉成为文明底色

据央广网报道，上海动物园科学教育馆内，10月龄

婴儿因饥饿哭闹，父母在35℃高温下进入空调展馆角

落用奶瓶喂奶却遭驱赶。随后该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

引发网友热议。

编辑点评：展馆设立“禁止饮食”规定，旨在保护展

品安全，维护参观秩序，这一初衷可以理解。然而，将婴

儿喝奶与成人随意进食混为一谈，显然忽视了两者的

本质差异。婴儿以奶瓶喝奶是基本生存需求，并非主观

选择的休闲进食，简单粗暴地禁止，既不合情也不

合理。

而工作人员处理问题时，冷漠对抗的态度，进一步

激化了矛盾，让规则执行失去了应有的温度。更令人遗

憾的是，该园区将唯一母婴室设置在大门外，且未提供

清晰指引，这不仅给携幼家庭带来极大不便，更暴露出

服务设计缺乏人性化的考量。

公共场所的规则制定，应在保障秩序的同时兼顾

个体需求、服务设计需注入更多人文关怀、工作人员

也应学习柔性沟通。唯有如此，才能让规则既有约束

力，又不失文明温度，真正减少冲突，传递人与人之间

的善意。 （向真）

规则有界，善意无疆

西宁市美景西宁市美景。。黎晓刚黎晓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