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许昌市八龙路与龙兴路交会处
邮政编码：461000

总编室 4396809 记者部 4396848 社会新闻部 4396826 工信部 4396881 文化生活部 4396800 金融保险部 4396838 医疗医药部 4396876 摄影美术部 4396819 新闻管理部 4396812 传真 4396862 年定价 36800元 零售价 150元
办公室 4396828 法制部 4396887 教育部4396859 房产部 4399603汽车部 4396897 商业部 4399602 广告监管部 4396818 发行中心 4396850 许昌频媒 4396891 印刷厂 4396872 广告经营许可证：许工商广字第2号 许昌日报社印务中心印刷 今日 12版

电话：

用文明之风滋养城市性格
本报记者 杨伟峰 通讯员 张瑞敏 艾晓溪 刘思雨

7500年前，乐神葛天氏以歌舞教化民众，治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缔造出人们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

如今，走进葛天文化的发源地长葛市，古老文化积淀与现代文明渗透交融，犹如一杯香醇的美酒芳香四溢：提升市民素质，“好人文

化”再塑城市精神“新地标”；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凡人善举托起“大爱之城”；倡导移风易俗，文明之风吹新城乡风貌……

近年来，长葛市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为提高市民素质、弘扬新风正气、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载体，广泛开展各类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持续将和谐的佳话续写，将厚重的文化升华，文明之光熠熠生辉，闪耀葛天。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许昌·奋楫弄潮 年值班总编 雷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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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楷模”燕振昌到“中国好人”杨景尧，从中
国好司机白丽景到全国敬老楷模梅金铭……近年来，
长葛市不断创新好人评选机制，增强引领效果，先后涌
现出国家、省、市级各类道德模范 186 人。其中，9 人被
评为“中国好人”，2 人当选河南道德模范，13 人分别被
评为“河南好人”“河南十大孝星”“河南美德少年”等，

“长葛好人”的城市名片越擦越亮。
为真正让好人脱颖而出，该市以“感动长葛”道德

模范评选为引领，形成了“两发现三推荐三级评”的好
人评选机制，深入挖掘好人事迹，收录整理上报各类典
型人物线索近 6000 人次。

在“感动长葛”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的带动下，该市还
建立了市、镇、村三级道德模范评选体系，掀起了“评好
人、学好人、做好人”的热潮。长葛市委、市政府连续 6
年评出“感动长葛”道德模范 、“最美长葛人”150 余人，

各镇（街道办事处）、市直单位、村（社区）也先后评出各
具特色的道德模范 2600多人。后河镇连续 9年进行“后
河好人”评选，评选出“后河好人”80余名；南席镇每年评
选表彰“五好”典型 60余人；水磨河村每年评选表彰“好
媳妇、好公婆、好家庭、好党员、致富能手”典型 30余人。

为让栩栩如生的好人家喻户晓，重回基层，成为大
家可感、可学的凡人，该市在市域媒体常年开设专栏，
对各类好人开展系列报道，并通过举办道德讲堂、巡讲
巡演等方式，以及诗歌、戏曲、电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艺形式，对“长葛好人”作典型宣传，让正能量的文化

“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百姓、感动百姓，使“好人文化”深
入人心。

此外，该市还积极创新激励帮扶机制，打造“好人
好报”氛围：通过每年举办的“德耀葛天——感动长葛”
人物颁奖典礼，对道德模范进行隆重的精神褒奖和物

质奖励；每逢重大节庆，邀请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作为
嘉宾参加活动；支持各类好人参选“两代表一委员”，彰
显其崇高的社会地位，真正让好人在社会上受尊重、政
治上有地位；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给予重
点帮扶；爱心组织把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作为帮扶对
象，实施长期重点帮扶。

“榜样感动长葛，长葛追随榜样”。在榜样的引领
和滋养下，该市各级各种评选活动同频共振，追求“最
美”蔚然成风。“最美医生”“最美教师”“最美政法干警”

“最美城市美容师”“最美志愿者”等，各行各业都有了
自己可以“攀比”的“草根明星”。

“通过用身边的典型引导人，用身边的好事温暖
人，带动了更多的人成为‘长葛好人’，使求真、崇善、向
美的‘好人文化’不断发扬光大。”长葛市文明办主任刘
毅娟表示。

在葛天大地的社区、广场、乡村、敬老院，处处可见
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忙碌的身影，他们或
清洁环境或宣传政策或关爱老人儿童，形成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长葛市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积极探
索平台建设、品牌引领、专业服务等机制，推动志愿服
务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发展，使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志愿服务领域拓展延伸、志愿服务活动更加丰富多
彩。

为给广大志愿者搭建良好的活动平台，该市在号
召机关干部职工、社会群众争当志愿者的基础上，各单
位分别成立了党员、青年、文艺等专业的志愿服务队，
采取政府补助、单位投资的方式分别在各镇（街道办事
处），以及金融、行政审批等窗口单位建立了 40 多个文
明使者志愿服务站点。该市文明办、民政局等部门还
不断对自发成立的爱心团体进行业务规范和指导，先

后涌现出了长葛义工群、长葛爱心传递协会、爱心妈妈
群等爱心群体近 20个。

该市还通过推行“社区登记注册、长葛市组织培
训、网络对接需求”的志愿服务管理运行机制，开展活
动记录、星级认定、先进评选等，搭建了对优秀志愿者
的激励和展示平台。目前，该市志愿服务组织已达 110
多个，网上注册志愿者达 8.7 万人，志愿服务总时长达
550万个小时。

在志愿服务工作中，该市将品牌引领作为提升志
愿服务吸引力、扩大志愿服务影响的重要手段，努力打
造一系列有道德高度、有城市温度的志愿服务品牌，形
成了志愿服务“磁场”效应，以“扶弱助残”“敬老助老”

“认领群众微心愿”等活动为载体的志愿服务活动已蔚
然成风，“爱心早餐”“爱心妈妈”“爱心送考”“爱心助
学”等志愿服务品牌已享誉许昌乃至全省，其中“爱心
送考”入选河南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并被推荐参加全

国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评选。
依托各地“爱心超市”，该市组织部门还建立了党

员志愿者信息库，依据志愿服务项目、党员个人特长以
及居住区域，成立以村（社区）为单位的党员志愿者服
务队，并根据辖区困难群众的医疗、就业、家政、养老、
社区安全、环境整治、扶贫救助等各个方面需求，实行
一对一的志愿服务。

随着广大群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
升，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志愿服务组织更加制度化、
专业化，志愿服务活动已成为长葛精神文明建设的闪
亮名片，“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在长葛蔚
然成风。千千万万的普通志愿者以最平凡的行动诠释
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并将其深深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托起了一座“大爱之
城”的文明新高度。

在长葛市石象镇丁锁村，天一擦黑，村里的文化大
院就热闹起来了：戏台上鼓乐齐鸣，你方唱罢我登场；
文化广场上，村民们翩翩起舞，各展风采；舞龙舞狮队
的龙狮腾挪跳跃，上下飞舞；盘鼓队的鼓声慷慨激昂，
响彻云霄……附近的村民纷纷循声而至，热闹非凡。

近年来，长葛市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着力加强
文化大院建设，通过整合资源、阵地渗透、载体驱动，使
文化大院日益成为基层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阵
地。目前，该市 363 个行政村已建成文化大院 290 余
个，覆盖率达到 80%，惠及群众 5万余人。

在文化大院建设过程中，该市结合基层四项制度
建设、美丽乡村创建等工作，积极整合组织、政法、纪
检、文化、体育、计生等有关部门资源，将村委会、便民
服务中心、矛盾调解室、文化讲堂、文体广场、农民书
屋、党员活动室、计生服务站、农村党员远程教育中心
等阵地和服务全部整合到文化大院内，努力把文化大
院打造成为多功能、全方位、协同化的联合阵线。

盘鼓队、秧歌队、军乐队、广场舞队……在长葛市，
几乎每个村都依托文化大院组建了各种文体团队，每
天都有排练和表演活动。

围绕“建平台、聚人气、送服务”工作主线，该市有
机整合优势资源，不断拓展文化大院功能，开展了“文

明长葛·欢乐中原”“舞台艺术送农民”“快乐星期天”
“教你一招”“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戏曲进校园”
“农村数字电影放映”“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百姓
大舞台”“趣味运动会”等多种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
同时，重点打造“文艺走亲”活动品牌，通过积极引导，
让每一支文艺队伍都流动起来，成为传递正能量的“源
头活水”。今年以来，该市利用文化大院，开展各类群
众性文化活动 1000 余场次。

用文化的力量推动移风易俗，传递“正能量”，唱响
“好声音”，是长葛市文化大院建设中的一大亮点。“村
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并在文化大院里建了‘百姓大食
堂’，既减轻了群众办红白事的负担，又保证了农村集
会用餐的安全和卫生。”后河镇闫楼村党支部书记闫东
峰告诉记者。

和闫楼村一样，长葛 363 个行政村充分发挥红白

理事会作用，移风易俗取得突破性进展：一年 3500 多
场红白事，可以减少开支 2000 多万元，“喜事新办，白
事简办”“办白事，大锅菜，一顿能省一万块”等，正成为
广大群众的口头禅。

与此同时，移风易俗极大地促进了良好社会风气
的形成。该市各镇（街道办事处）广泛开展各种典型评
树活动，评选广受村民认可的热心公益、乐善好施、诚
实守信、孝老爱亲等方面的先进典型，并将他们的事迹
在文化大院内予以展示，让每个村民都有看得见、学得
来的学习榜样，营造出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
围。

伴随着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扎实推进，长葛大地
绽放出艳丽的文明之花，形成了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
浓厚氛围，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
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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