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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头高耸向前，战士们

冲锋而行。

位 于 江 苏 省 张 家 港 市

的 双 山 渡 江 战 役 纪 念 碑 威

严耸立，72 年前，作为渡江

战役东端的起点，解放军在

当地群众配合下冲破天险，

横渡长江。

在这块热土上，红色基

因 为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提 供 了

不竭动力。1995 年，全国精

神 文 明 建 设 经 验 交 流 会 在

张家港召开，“团结拼搏、负

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

先 ”的 张 家 港 精 神 叫 响 全

国。2005 年，张家港获评第

一家县级全国文明城市，并

在去年第六次蝉联。

张家港坚持党建引领，

以 文 化 人 ，成 风 化 俗 ，将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内 化 到 群 众 的

日常生活中，涵养到城市的

气质里。

挖掘红色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

双 山 岛 的 渡 江 战 役 纪

念碑前，89 岁高龄的亲历者

陈品如，正在向港区中学的

学生讲述渡江战役的故事。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张

家 港 除 邀 请 渡 江 战 役 亲 历

者讲述渡江故事外，还积极

利用 VR 云技术，深化“党史

教育+互联网”工作模式，将

双 山 岛 红 色 资 源 拍 成 全 景

视频，让红色资源由“线下”

走向“线上”。

“同学们，同胞们，国家

危 难 ，民 不 聊 生 ，风 雨 飘 摇

中 怎 放 得 下 安 静 的 书 桌 ？”

在 张 家 港 市 杨 舍 镇 新 时 代

文明实践所，由梁丰小学师生演出的戏剧《国旗下的公开

课》中，小演员们用铿锵有力的唱腔，张弛有度的表演，展现

了张家港籍革命烈士童德载坚贞不屈的品格。陈嘉豪同学

说：“童德载先烈的事迹感动了我，我希望能够让更多小伙

伴了解英雄的故事。”

暨阳湖公园湖畔书房二楼的公共空间内，烈士后人谢

步时正在分享张家港地区第一位牺牲的革命烈士谢恺的事

迹，他的讲述令听众深受感动。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张家港组建市委宣讲团，组织

“银发宣讲团”“百姓名嘴”等 30 余支理论宣讲队伍，把博物

馆、纪念馆、纪念碑等作为党员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载体，开展“沙洲印记·初心之旅”主题红色文化游学活

动，评选十大红色旅游线路，已接待市民游客 1.2 万余人次。

做好志愿服务 创建文明城市

在张家港香山风景区，金港义工联盟的志愿者们穿梭

在景区各个角落。自 2014 年 3 月成立以来，联盟定期开展

环保、文明旅游等宣传服务活动。

金港义工联盟负责人戴雪峰 2013 年注册成为志愿者，

累计服务时长已达 1610 小时。金港义工群创立之初仅有

十几人，如今已发展为拥有 2400 多人的金港义工联盟。“作

为一名党员，我要争做志愿服务的示范者。”戴雪峰说。

在张家港，市民们自觉成为文明城市创建的参与者，人

人争做志愿者的理念已成为城市文明新风尚，不管是退休

老人、在职员工还是尚在读书的学生，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志愿项目。

截至 2021 年 5 月，张家港注册志愿者已达 21 万多人，

总志愿服务时长 560 多万小时。“我们持续放大志愿品牌效

应，推动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品牌化，提升市

民幸福感。”张家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艳说。

培育红色阵地 激发社区活力

初心广场地处张家港老城区，周边住户以老年人居多，

前些年，政府将周边的溜冰场、歌舞厅等设施，改建成书屋、

广场等更适合老年人活动的场所。

为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广场一侧建有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免费提供各类便民服务。文明实践所内还设有心愿

邮局，群众将心愿写在心愿摆渡卡上投进邮箱，志愿者团队

就会力所能及地帮助实现。

广场一隅还有一个“初心书屋”，总藏书 5500 册，设有

青少年阅读区、沙龙区以及亲子阳光阅读区。负责人介绍，

书屋每个月都会定期举办党史读书会、知识问答等活动，将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5 月 17 日晚上 7 点半，张家港长春园书场，台上演员声

情并茂，台下观众聚精会神。长春园书场是张家港市政府

推行的社区微公益项目之一，每场评弹演出票价仅为两

元。评弹艺术传承中心主任季静娟告诉记者，除了在市里

演出外，他们还经常下乡，一年演出共计 500 多场。

在南丰镇建农村，“农民讲习师”倪平华正在给村民们

上党课，“老倪上党课”同时在网上直播。“党的好政策，第一

时间让村民知道，中央的精神，我先学习领悟，再结合村里

的特点，乡亲们的身边事，讲解给大家。”倪平华说。

张家港建立健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体系，目前

已建成 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9 个区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265 个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培育建设 100 多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点。

“文明已成为张家港最亮丽的金字招牌、最鲜明的城市

底色。”张家港市委书记潘国强表示，张家港将把人民满意

作为第一标准，努力争做全国文明城市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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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文明城市谱新篇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许海峰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

称号。

举枪，瞄准，击发……

时间定格在 1984 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

国选手许海峰打出最后一枪，以 566 环的总成

绩在男子手枪慢射比赛中夺得冠军，实现了中

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许海峰的名字也从此

被写入史册。

许海峰，1957 年出生于福建漳州市，1972
年随家人回到安徽原籍，落户在和县新桥镇。

1982 年进入安徽省射击队，1983 年进入国家

队参加奥运集训。 1984 年 7 月 29 日，洛杉矶

奥运会上，许海峰夺得冠军。颁奖仪式上，《义

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奏响在奥运赛场，闻讯赶

到射击场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金牌

佩戴在许海峰的胸前，他激动地说：“这是中国

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把这枚金牌

授给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

在洛杉矶奥运会结束两个月后，许海峰做

出了一个决定：将那枚珍贵的金牌捐赠给历史

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许海峰说：“我

的成功源于国家的实力。放在家里只有我一

个人能看见，而在博物馆中可以让更多的人看

见，比放在家里有意义多了。”

1984 年奥运会夺冠之后，许海峰又参加了

两届奥运会：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上，许海峰拿

了一块铜牌；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许海

峰拿了一个第四、一个第七。随后，许海峰在

参加 1994 年亚运会时，因视力出现问题，成绩

开始下滑。1995 年，许海峰退役后开始执掌中

国射击队女子手枪项目的教鞭。1996 年亚特

兰大奥运会上，许海峰带的队员李对红获得女

子手枪金牌；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许海峰带

的另一名队员陶璐娜获得女子气手枪金牌。

“我带过 40 个运动员，有很多都拿过世界

冠军。”许海峰说：“做运动员只需要把握好自

己，但是做教练不一样。教练需要领着一群年

龄不一、性格不一、心理素质不一的人，朝一个

目标去努力，在同等时间内取得好成绩。这很

有成就感。”

2017 年，许海峰退休。退休后的许海峰

依然忙碌，他积极弘扬体育精神，传递奋勇拼

搏的正能量。

2018 年，许海峰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2019 年，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许海峰：零的突破 为国争光
本报记者 王崟欣

路遥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

称号。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位

于陕西省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的路遥

纪念馆，展出和收藏了路遥生前的生活用

品、手稿、信函、照片、音视频等珍贵实物资

料 600 余件，真实再现了路遥的一生。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 年 12 月出生

于陕西省清涧县王家堡村的一户贫苦农

民家中。7 岁时因家庭困难，他被过继给

大伯，从此跟随大伯居住在延安市延川县

郭家沟村。他曾说：“我这辈子是离不开

这个地方了，每看到干涸的土地上冒出一

个草芽，开出一朵鲜花，我都能激动得泪

流满面。”

路遥于 1973 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

学习，大学期间开始文艺创作。大学毕业

后，他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

学刊物《陕西文艺》任编辑。1982 年，他的

中篇小说《人生》发表，激发年轻人在“祖

国 命 运 和 人 类 前 途 ”的 高 度 上 思 考 人 生

选择。

为创作一部规模更大的书，即《平凡的

世界》，路遥开始了艰苦且漫长的写作准

备。他集中阅读了近百部国内外的重要长

篇小说，广泛涉猎政治、哲学、经济、历史、

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等领域知识。为了

解作品所涉及的 1975 年至 1985 年这 10 年

间的各类重要事件，他还集中阅读了《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

等报刊的全部合订本。1985 年秋天，路遥

来到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和矿工们一起劳

动，与矿工交朋友，为创作寻找素材，最终

写成《平凡的世界》。

1991 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

文学奖。路遥在获奖致辞中说：“只要广大

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在

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

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

歌唱。”

由于长期艰辛的伏案创作，路遥积劳

成疾，于 1992 年 11 月 17 日因病去世，年仅

42 岁 。 2018 年 ，路 遥 荣 获“改 革 先 锋 ”称

号；2019 年，路遥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

誉称号。

路遥：潜心创作 抒写时代
本报记者 张丹华

路遥（右）在陕北农村走访。

新华社记者 姚宗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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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张贺）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6 日在北京举办“文明在这里”主题

采访报道启动仪式。

“文明在这里”主题采访报道，将贯彻落实

中宣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重大主题宣

传部署，重点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这条主线，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让党的创新理论在百姓心中落

地生根。

报道将紧贴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活实践，大

力弘扬群众身边的榜样力量，集中宣传精神文

明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此次报道由中国文明网

组织实施，将通过网上蹲点日记、嘉宾访谈、系

列视频、采风图集等形式，让人民群众直观真切

地感受到文明就在这里、文明就在身边。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国庆节前

后，首站在北京市海淀区、延庆区进行，后续将

赴福建、江西、贵州等 10 省份采访报道。

“文明在这里”主题
采 访 报 道 启 动

本报青岛 6 月 6 日电 （记者肖家鑫）

“自从我们有了小果园‘夏家农场’，不仅玩

得开心，上课也更专心了。”青岛市城阳区夏

庄街道夏庄小学学生王田烨说，他和同学们

都越来越热爱劳动了。

“夏家农场”，是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鼓

励学校建立的一种新的学农实践基地。城

阳区积极统筹各类教育资源，利用菜篮子基

地、研学旅行场所、社会课堂等，深入开展

“寻访菜农”、职业体验等活动，引导孩子们

从事劳动、爱上劳动，以劳动为美、在劳动中

成长。

近年来，城阳区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积

极引导各个学校将劳动教育融入校园日常、

融入家庭生活、融入校外实践，全面拓展了

学生们的劳动实践能力。

此外，乡村学校注重挖掘农耕文化，城

区学校依托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生活技能，传

承劳动文化。同时，鼓励各个学校利用新技

术手段打造劳动教育云上平台，打造一校一

品劳动育人模式。

“劳动是创造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对于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将不断探索新

的教育模式。”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赵

伟说。

青岛城阳区创新举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培养生活技能 传承劳动文化

（上接第一版）妇女们农闲时节可以把家传

的手艺转化成收益。

在村里的帮助下，张卓麻什姐被评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

承人，“每月光工资就能拿几千元”。如今，

她带领 144 名妇女，有空就聚在盘绣园切磋

技术，“巴掌大小的盘绣卖 50 元，盘子大小

的卖 200 元，每天还有 20 元补助。”

发展致富产业成了村里最重视的事。

在村两委带动下，酩馏酒酿造、农家乐等项

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村子还在变，越
变会越美”

村党支部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村民也

越来越有干劲。有村民说，“干群拧成一股

绳，共同走好致富路”。

村民吕有金打记事起就帮爷爷烧制酩

馏酒，从小学了这门传统酿酒手艺，除了种

庄稼之外，靠酿酒也赚了一点钱。眼看着新

村环境好了，交通便利，信息也畅通，个人开

家酒坊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不过，村里已经

有了酩馏酒厂，还能支持我吗？”吕有金有点

拿不准。

“ 个 人 有 致 富 好 思 路 ，村 里 一 定 要 鼓

励。”吕有金没想到，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村党

支部的大力支持，于是，扩建自家院子，盖起

二层小楼，消毒间、储藏间、发酵间、沉淀间、

包装间和酿酒设备一应俱全。

2019 年，吕有金顺利办了生产许可证，

“吕有金酩馏酒”正式挂牌，酒坊也慢慢地走

上了正轨。这几年，吕有金每年收入都在 10
万元以上。

从山上搬到山下，吕有金的手艺没变，

变的是身边的环境。“‘好酒不怕巷子深’的

时代过去了，村子的发展振兴也让酒坊更火

了。”吕有金说。

互助土族自治县委组织部部长靳才说：

“基层党支部就是要不断增强组织能力，凝

心聚力，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班彦村就是很

好的榜样。”

如今，班彦村村民的腰包鼓了，想法也

在变。村里举办各种活动，再也不用动员

了，都踊跃参加；大家开始自觉参加环境整

治，家门口打扫得一尘不染，还种满了各种

花卉。“村子还在变，越变会越美。”仲关因保

笑着说。

本报赣州 6月 6日电 （记者杨颜菲）6 月 6
日，非遗中的红色资源寻访活动暨革命故事、红

色歌谣新书发布仪式在江西赣州举办。该活动

是 2021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

重点活动之一。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副主任雒树刚，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王晓峰，江西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施小琳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

展中心发布《革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集

成〉选编》《红色歌谣——〈中国民间歌谣〉选编》

新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向各省

（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发出“开展非

遗中的红色资源寻访活动”的倡议。

此 外 ，活 动 还 向 部 分 省（市）文 化 和 旅 游

厅（局）、江 西 省 部 分 县（市 、区）代 表 赠 送 新

书，并向上海、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等率先启动非遗中的红色资源寻访活动

的省（市）非遗保护协会授旗。

非遗中的红色资源寻访活动举办

日前，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正式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项志愿服务行动。

据了解，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赤峰市把“我帮你”志愿服务活动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为群众送上贴心服务。据统计，目

前已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6300 余场次，受益群众 10 万余人。 丁志军 张 淏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季芳）6 日，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揭牌成立，“冬奥来

了”全媒体行动在京启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全媒体宣传合

作协议》正式签署。

据了解，总台将积极运用“5G+4K/8K+AI”
科技创新成果，努力实现“科技冬奥·8K 看奥

运”，向世界讲好冬奥故事。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冬奥组

委、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签

署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全媒体宣传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内

容，总台将与北京冬奥组委协同做好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宣传报道工作，提升赛

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总台还与北京市政府签署了《超高清视音

频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8K 超高清视

音频产业创新发展等领域开启深度合作新篇

章，推动我国视音频技术向 8K 超高清应用时代

迈进。

“冬奥来了”全媒体行动在京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