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评论员

  仲夏时节，万物并秀。放眼齐鲁大
地，随着文化强省建设深入推进，全省道
德模范不断涌现，文明创建成果丰硕，精
神文明建设新风沁润人心，向上向善的力
量催人奋进。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化，离不
开精神文明的深度滋养。细数近年来山东
各领域发展，背后无不澎湃着一股子昂扬
向上的精气神。沐浴文明之光，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成色越来越足，实现由表及里、
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激扬干劲闯劲，产
业转型穿越阵痛期，从“制造”向“智
造”“创造”加速转变。文明新风，似一
支如椽巨笔，绘就一幅新时代精神文明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精神力量，犹如
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为新时代现代化强
省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一组组数据，见证文明硕果。不久前
发布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榜单中，山东取
得了不俗成绩。3人被评选为第九届全国
道德模范；14个城市、210个村镇、149个
单位、3 7户家庭、4 2所校园新入选榜
单……文明实践中，山东站在了时代前
沿，展现了大省担当。
  一则则故事，折射文明风采。姜昭鹏
为救同学致缺考，教育部门按规定安排补
考，具象化的教育意义清晰可见；淄博八
大局市场因足斤足两火速出圈，迎来一拨
拨游客，诚信的商业价值得以彰显……鲜
活的故事里，是看得见的文明哲理，是鲜
明的价值引领。
  一次次关怀，映照文明风尚。饭馆自
发为困难者提供“爱心餐”，商家主动为
环卫工、快递小哥提供休憩场所，政府机
关敞开大院让群众停车、晒粮……齐鲁儿
女的温情善举，进一步凸显文明新追求，
塑造文明新风尚。
  一项项举措，传递文明理念。打造
“‘理’应讲起来”宣讲品牌、创办学术理论
期刊《泰山学刊》、实施“山东文脉”工
程……一系列创新举措注重化人育人，突
出为民惠民，推动文化文明贯通融通。
  高质量发展稳步向前，精神文明建设
与时俱进。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如
何以高质量发展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
性？社会舆论复杂多变，如何在多元中立
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唯有更好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进一步抓好精神文明建
设，完善工作思路，改进方法路径，以更
大力度、更实举措，让精神文明建设展现
无限生机、发挥更大力量。
  精神文明建设，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
设。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强化思想引领是第一步。
扎实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最根
本的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广泛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
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持续发展壮大主流
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不断深化理
论学习、研究阐释、宣传普及，努力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才能
让现代文明理念在齐鲁大地深深扎根。
  文化的根基在基层、在群众。社会文
明的“大气候”，由个体文明的“小气
场”汇聚而成。当前，群众对精神文化生
活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
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覆盖面、实效性和便
捷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升文明素养，
培育文明新风，要坚持着眼于人、落脚于
人，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
层，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的齐鲁大地，文化和文明之光交
相辉映，自信和自强的底色更加厚重。厚
植精神土壤，培育文明新风尚，山东精神
文明建设必将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与物质
文明建设同频共振、协同共进，共同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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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鼓戏里唱孝道 劳模工匠讲智造
　　□ 本报记者 赵琳 郑莉

　　“他们要的从来不是锦衣玉食，只盼我们
能常回家看看……”一出渔鼓戏《老人心》，
打动了年轻观众的心。近日，滨州市沾化区文
艺助力“文明沾化、渤海名城”建设演出现
场，生动的情节和精彩的演绎，传递了厚养薄
葬的文明理念，让孝道文化“入耳”更“入
心”。
　　系列短剧《做个文明人》等文艺宣讲产
品，“扫码听戏”等“指尖上的课堂”，让当
地群众在享受艺术的同时，接受了好思想、好
政策、好风气。
　　在工厂车间，劳模工匠用零件组装模型讲
解“智能制造”；在校园剧场，学生自编舞台
剧演绎“红色家书”……山东各地不断创新探
索，用富有吸引力的大众话语，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了当代
中国的价值公约数。山东广泛开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宣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基层宣讲”等基层宣讲活
动，推动优质宣讲资源送达基层群众。同时，
依托遍布全省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广泛开展“党的声音进万家”理论宣讲
志愿服务，打造习语润心、明理胡同、知新
话、蒲公英夜校等一系列宣讲品牌，用群众身
边的故事印证时代变化、诠释政策形势，架起
科学理论通向群众的桥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
常生活。
　　“悲壮的甲午海战、大爱无疆的‘乳娘’
群体、‘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家国情
怀……这些英雄事迹让我深受感动，充满奋进
的力量。”6 月 6 日，听着千里海疆爱国主义
教育宣讲团的宣讲，山东外事职业大学2022 级

学生王瀚林说。
　　威海自古就是海防重镇。当地以“警钟长
鸣”为主题，将散布在千里蓝色海岸线上的爱
国文化资源有机串联起来，打造千里海疆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带，涵盖全市474处遗迹遗址。
　　盛夏酷暑，山东47处公共人防工程敞开大
门，为城市增加43 . 8 万平方米的避暑空间；全
省公共人防工程还释放约250 余万个地下停车
位，临沂、泰安等地的人防车位还接入智慧停
车平台，方便市民游客。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副
主任高洪波表示，这些战备空间不仅是守护安
全的屏障，也是提升城市温度、激活发展潜
能、涵养国防情怀的“民心工程”。
　　让国防教育可感可触，山东持续深化全民
国防教育，举办缅怀祭扫活动，举办“全民国
防教育月”、“红动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讲
解大赛等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推动国防教育深
入人心。

城乡建设要“面子”更要“里子”
　　□ 本报记者 赵琳 刘磊 杨秀萍

　　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文明城市建
设的一道必答题。
　　在烟台市虎山南路游园，孩子们尽享彩色
步道、旋转木马和滑梯的乐趣。游园建设前，
这里不过是一块寻常绿地。烟台市政府投资工
程建设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考虑到绿地
毗邻学校，孩子们需要一块释放活力、愉悦身
心的场地，最终在设计方案中，加入了童趣天
地、共享空间等设施。
　　红旗东路游园依托地形，打造上下双重空
间，重新修整台阶，让老年人游园也不费劲；
香槟小镇游园利用冠大荫浓的树木，在林下设
置环形步道，让周边居民乐在其中……烟台市
建成多个口袋公园，让附近居民抬脚就能逛公

园、晒太阳、听鸟鸣。
　　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高级技术顾问罗伯
特·厄利，对“花园烟台”竖起了大拇指，
“在很多国家的海滨城市，行人横穿马路经常
发生事故，但在烟台，我看到了非常难得的解
决方案——— 把原先在主干路边的公园挪到滨
海，是兼顾各方需求的解决办法，也是规划、
交通和市民生活的‘多赢’。”
　　文明城市的品质，不仅体现在城市更新的
“面子”上，更藏于文化内涵的“里子”中。
烟台以全民美育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市建设，全
市组建志愿服务队伍2215 支，实名注册志愿者
达155 万名，以人的文明素养提升带动城市文
明程度跃升。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推进移
风易俗，正是“铸魂”的内在要求。

　　“我代表村‘两委’把《村规民约》赠送
给你们，希望你们小两口为村里文明建设带
个好头。”近日，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南韩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村党支部书记张琳
将烫金封面的《村规民约》，递到一对新人
手中。
　　“既有仪式感，又有意义。”新郎王思博
说。这场别开生面的仪式，将传统礼仪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巧妙融合。如今，婚礼不再是讲究
排场的攀比秀场，而成为文明传承的鲜活
载体。
　　近年来，山东挖掘传统文化精华，不断创
新探索，统筹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文明乡风建
设、移风易俗工作。各地以“红白事”节办简
办为切入点，大力推动移风易俗，新风正气自
然流淌，不断焕新美好生活体验。

家门口有了共享书院
　　□ 本 报 记 者 赵 琳 
    本报通讯员 孙甲勇

　　书院在齐鲁大地自古有之，是传统教育的
重要形式、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去年以来，
山东对现有基层公共文化教育服务资源进行整
合提升，以试点建设开放共享社区文化书院为
抓手，创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让群
众在“家门口”享受各类文化服务。
　　书院建在哪儿？各地用好社区辖区及周边
各类阵地资源，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统筹整合城市书房、各类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文化体育场馆、青少年宫等文化
设施阵地和各类开放共享教育场所。
　　6月21 日上午，泰安肥城市河西社区汇文
书院图书馆里，一场妙趣横生的“绘本戏剧
营”亲子阅读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我是暴脾

气的霸王龙，谁敢抢我的果子？”7 岁的豆豆
涨红着脸，叉腰跺脚的模样引得满场欢笑。 20
组家庭在一堂沉浸式的“绘本戏剧魔法课”
中，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在汇文书院，社区图书馆、老年大学、工
人文化宫、社会机构等功能合为一体；共建单
位专家、社区离退休人员、文化达人及志愿者
等，组建起 30 人的教师团队，开设了理论政
策、全民阅读、家庭教育、健康养生等 70 门课
程，社区各年龄段的居民都能随时来“充电”。
　　汇文书院由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统筹运作，
依托全省文化数字智能开放服务平台，构建“居
民点单—书院接单—学员评单”服务体系。居民
参与文化活动可积累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兴趣
课程。截至目前，汇文书院开展亲子阅读、非遗
体验等活动200多场次，惠及群众超万人次。
　　文化书院对文化空间的融合打造、对文化

服务的延伸提升，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也在重构基层服务新图景。
　　济南市天桥区统筹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公园等辖区及周边各类
阵地资源，创新推行“错时使用”与“全龄共
享”机制，依据居民需求精准匹配文化服务。
无影山中路社区文化书院对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实行“时间切片”管理机制，白天是银发群体
的“乐活天地”，傍晚化身“四点半课堂”，
夜晚点亮“青年夜校”，收纳技巧、健身塑形
等课程深受居民喜爱。
　　“退休前就爱唱戏，没工夫琢磨；现在跟
着专业老师排话剧，每天过得很充实！”70 岁的
张传明退休后，成了社区文化演出的“台柱子”。
　　“现在，文化书院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经
常‘打卡’的好去处。”堤口路街道无影山中
路社区居民丁芳告诉记者。

用掌声和灯光点亮好人好事
  □ 本报记者 赵琳

  每年全国精神文明表彰大会结束后，山东
都要召开全省精神文明表彰大会，对获得全
国、全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代表进行隆重表
彰。举办这样一场盛会来礼赞道德榜样、致敬
善行义举，就是要告诉全社会：好人不会被忘
记，美德文明的光辉永存。
  山东人自古就有崇德向善的美名。正是这
种“厚德”土壤，“长”出了焦裕禄、孔繁
森、王伯祥、朱彦夫、李登海，也“长”出了
刁娜、李林雨、李振华等一批道德模范和好
人。截至目前，山东共有 8 人当选“时代楷
模”，33 人（组）当选齐鲁时代楷模；23 人
（组）入选全国道德模范，445 人（组）荣获
全省道德模范。
  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新气象。山东坚持

开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组成道德模范宣
讲团，走进基层开展宣讲；新闻媒体开辟专题
专栏，持续报道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并通过演
讲比赛、文艺演出等形式，推动道德模范的先
进事迹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不久前，因救心梗同学而缺席考试的山东
城市服务职业学院学生姜昭鹏，在各级有关部
门的帮助下完成补考。让有德者有得，让好人
有好报。山东各级持续开展先进模范关爱行
动，帮助模范人物解决实际困难，形成“学习
好人、崇尚好人、关爱好人、争做好人”的浓
厚氛围。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山东贯通融通家
庭、学校、社会、网络、心理五大场域，实施
家校社网心全环境立德树人，被教育部确立为
全国唯一一个全省域校家社协同育人实验区。
  在东营市东营区瀚文小学的非遗课堂上，

美术教师王浩宇展开一块老粗布，引导孩子们
触摸其凹凸的纹理。 7 岁的林晓举手说：“老
师，这个纹路好像黄河水流的波纹！”这个超
出教师预设的发现，让正在进行的“布艺里的
黄河记忆”课程迸发出新的火花。
  这是学校特色研学课程的一部分，也是山
东全环境立德树人实践的一个缩影。在大中小
学的校园，教育不再局限于教室的四面墙壁，
而是融入生活、融入自然、融入社会的每一个
角落。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在山东，各级
妇联组织着力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同时深
入推进爱心妈妈关爱行动，建成878 个爱心妈
妈驿站，帮助家庭解决亲子教育难题。我省还
成立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连续多年
开展“以德润心 阳光成长”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宣传教育活动，护航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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