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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新实践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
我国是“礼仪之邦”，讲文明、懂礼
貌、善待人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
传统美德。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通过升国旗仪式、入队入团仪式、
成人仪式等，培养学生的礼仪意
识、礼仪习惯。

惠城区教育局印发了 《惠城学
生气质培育工作方案》，提出通过

“三培育一评选”培养“知书达礼、
阳光向上”气质的惠城学生。其
中，“文明礼仪培育工程”作为一项
基础工作推进。

惠城区教育局依托文明校园创
建，将文明礼仪养成教育作为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切入点，坚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相结合，教育学生从
自身做起，学礼仪、知礼仪、行礼
仪。各个学校积极开展文明礼仪教
育活动，让孩子从细微的小事做
起，逐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清明节参加公祭活动，重阳节
前夕走进养老院，学雷锋日开展义
务劳动……惠城各个学校还利用国
旗下讲话、班级黑板报等渠道，加
以故事、儿歌、图片的形式，向学
生介绍文明礼仪行为规范。

规 范 而 隆 重 的 入 队 、 入 团 仪
式，在展示新时代少先队员、团员
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之
时，也增强其使命感和责任感，坚
定他们的理想信念，激励他们继承
和弘扬光荣传统。 据中国文明网

广东惠城

加强学生文明礼仪教育

□王 菲

“红色文化遗址实行分级保护制
度”“列入各级保护名录的红色文化
遗址，要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10月1日，《山西省红色
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颁布并施行。这是全国首
部该领域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红色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资
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
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今天的中国
和中国人而言，红色文化都是一笔
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红色文
化不是教科书里的文字说教，也不
是人们头脑中的历史片段，而是有
着现实的载体，那就是分布在全国
各地的红色遗址。因此，要传承和
弘扬红色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保
护好记录和承载着红色文化的革命
遗址，不能让他们因岁月的流逝而
沧桑，因人为的疏忽而憔悴。

当前，尊重和礼敬英烈、保护
好红色文化遗址虽已成为全民的思
想共识，但在具体行动中，落实情
况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
的原因；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
为的原因；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
客观的原因。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
条，就在于缺乏系统、健全、有效
的法律保护机制；在落实过程中，
各地也不同程度存在着监督不到
位、政策有漏洞等问题，从而导致

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柔性乏力、刚
性不足。

山西此次颁布的 《山西省红色
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是全国首
部该领域的省级地方性法规，这也
带了一个好头。作为红色革命老
区，山西能够结合自身历史文化特
色，率先在红色文化传承和保护上
积极作为，既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
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历
史、对文化、对英烈精神的重视和
珍视。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
理应以法律的名义捍卫英烈的荣
光、呵护历史的记忆、传承文化的
基因。在国家层面，我们已经有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英 雄 烈 士 保 护
法》，一定程度上对于承载着英烈精
神的红色文化遗址有着保护作用。
但各地在落实和推进保护行动过程
中，也存在着特殊性、差异性，这
就迫切需要地方性的法律法规来作
为补充和完善。

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支柱，
传承红色文化、保护红色遗址，不
仅需要思想上的共识、行动上的自
律，更需要制度上的监管、法律上
的制约，既要润物无声巧宣传，也
要时刻拧紧“保险阀”。

为红色文化拧紧制度“保险阀”

一、全场图书免费阅读。
二、如需购买，全场买2本送5

本（任意选7本，只付定价高的2本）。
三、图书类型丰富多彩，儿童、

青少年、社科、人文、历史、养生、管
理、国学等系列，数千种正版图书自
由选择。

全场图书全场图书买二本送五本买二本送五本

巡展时间：10月25日至10月27日
巡展地点：漯河市会展中心广场

阅读，让我们的世界更精彩！

大型图书惠民巡展大型图书惠民巡展

韩杰荣，生于 1977年 10月，中共党
员，兰州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工程硕
士，甘肃省民勤人，现任甘肃驰奈生物
能源系统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他组织志
愿者开展荒漠化治理，种植梭梭 3.5 万
亩，捍卫了河西走廊生态安全。

决心改善家乡生态环境

韩杰荣出生在民勤县青土湖旁的一
个小村庄。2004年，在兰州大学读书的
他回乡探亲，发现植被大量枯死，沙漠
和村庄之间的缓冲带柴湾严重退化，荒
漠化已经影响到村民的生产和生活。
2000年前后，有专家预测，照此速度 17
年后民勤绿洲将不复存在。环境的变化
让他十分震惊。面对可能消失的家乡，
为了避免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有一
种近乎使命的力量让他义无反顾地踏上
回报家乡的公益之路。

他创办了“拯救民勤网”，提出两条
建议：一是要抛弃逃离心态，号召青年
们担负起时代的责任；二是要改善生存
环境，恢复、改善村庄周边的生态环
境，进而保障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
入。网站很快有了 4000 多名注册会员。
2006年6月，他在网站的基础上发起成立

“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

荒漠里播种绿色希望

从 2007年开始，韩杰荣通过互联网
组织志愿者在民勤县压沙植树，开展村
落小生态治理等活动。

12年来，韩杰荣共募集资金630余万
元，先后在民勤县建设了6个志愿者生态
林基地，种植梭梭等各类林木 3.5 万余
亩，成活率超过 85%，有效解决了 12个
村庄周边的流动沙丘，让村民的生产生

活不再受流沙侵袭。采用以工代赈的方
式帮助周边困难村民，累计向农民发放
植树劳务款370余万元。截至目前，协会
有两名专职工作人员，核心队员 38人，
核心志愿者145名，活跃志愿者8762名。

生态恢复了，土地上的产出明显增
加，也让村民们更加爱护自己种植的梭
梭，主动承担起生态保护责任，实现村
民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发展。

产业化治沙致富道路

根据 2008年实施的 《石羊河流域重
点治理规划》，民勤县关闭3318口机井。

“这相当于把三分之一的机井关掉
了。”韩杰荣和志愿者们又主动承担起了
节水农业的推广任务，前后共推广设施
农业和节水灌溉9000余亩。

受独特地理条件和气候影响，民勤
出产高品质的蜜瓜、红枸杞等农产品。
韩杰荣与志愿者们又尝试走一条产业化
治沙致富道路——“梭梭农庄电商帮扶
计划”。他们希望以入社、包销、授权、
合作等形式，通过电商平台帮助沙区农
民销售农产品。“我认为，以‘精准扶
贫+电子商务+产业生态化’为主导，可
以真正实现生态产业化，从根本上减少
和消除荒漠化。”韩杰荣说。

事实确实如此。如今，韩杰荣和
“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开
始尝试着走出民勤，向周边地区复制民
勤的治沙经验。 据中国文明网

韩杰荣带领志愿者

捍卫河西走廊生态安全

韩杰荣与志愿者们沙漠治理的成果之一韩杰荣与志愿者们沙漠治理的成果之一。。
文明礼仪伴我行主题班会文明礼仪伴我行主题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