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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新实践

刘永强，男，1977年3月出
生，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宋庄
镇副镇长、沙口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刘永强。2019年 10
月，刘永强入选“中国好人榜”。

“人，要有公心，思考问题
的角度就不一样。我对自己的要
求是不占用村集体的一分钱，不
为亲友谋私利，不图个人享受和
报销吃喝招待。在村里就是要做
好表率，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江苏省连云港市赣
榆区宋庄镇沙口村党总支书记刘
永强说道。他，用七年时间把沙
口打造成国家级生态村、江苏省
文明村，其个人也被评为江苏省

“吴仁宝式优秀村书记”，获得江
苏首批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突出贡
献奖。

临危受命“治三乱”

2010年3月，37岁的刘永强
被任命为沙口村党总支书记，当
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乡村建设脏
乱、承包经营混乱、村民思想落
后的村庄。

如何甩掉这顶帽子？刘永强
通过走访386户村民，理清了问
题的症结：村庄管理不公开透明
等问题严重侵犯了集体利益。在
镇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刘永强
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调
整，经党员群众推荐，从村民中
选取作风正派、致富能力强、群

众公认度高的村民充实到村干部
队伍当中，配齐建强村“两委”
班子。

为重建村民对村委会的信
心，刘永强从虾塘承包入手，他
组织人员对全村的虾塘重新丈
量，所有虾塘合同到期后全部收
回到村里重新发包，同时规定村
干部和直系亲属一律不得参与村
里资源、工程的承包。

招标会上，刘永强请来镇纪
委、农经中心坐镇监督，邀请电
视台全程录像。经过激烈的竞标
角逐，村集体承包费收入由原来
的每年 130 万元增长到 360 万
元。这一举措如同一道强心剂，
增强了村民对新村委班子的信
心。紧接着，刘永强一鼓作气，
又带领村干部清理违规建设的宅
基地，拆除乱搭乱建，推动家家
户户改厕等。使得整体村貌得到
了整治，群众心气顺了，齐声夸
赞刘永强。

改革发展“破难题”

“以前说泥地里不能养梭子
蟹，现在立体养殖的梭子蟹，没
想到比沙地里长得还肥。”站在
自己承包的蟹塘前，养殖户李传
贤喜笑颜开。这在几年前，是他
不敢想的事情。

“沙口村最大资产是集体所
有的 2600亩滩涂，当时处于粗
放经营状态，村集体收入不足
一百万元。”刘永强说，我们产
业振兴的唯一途径就是想尽办
法盘活这片滩涂，经过对虾塘
的统一回收再承包，规范化管
理渐渐展开，可刘永强却又多
了块“心病”：全村养殖模式粗
放单一，效益不高，养殖户赔
了怎么办？

要想规避市场风险，唯有从
技术上革新。2010 年冬，刘永
强带领村干部和 10余名养殖大
户南下浙江、福建，学习虾蟹、
贝类立体混养。学习归来后，立
即投入100多万元，对养殖塘进
行清淤加深，整修了生产路、进
水渠、排水渠，并为每家养殖户
修建了看护房。2011 年春，全
村 2600亩塘子全部实行了立体
养殖。

为破解养殖技术难题，刘永
强聘请养殖专家作为技术顾问，
并在村里开办培训班，到养殖塘
现场指导。年底起捕时，每亩塘
子纯利润达到5000多元。

2017 年年底，沙口村滩涂
养殖业所形成的经济支柱，带动
了渔产品冷藏、加工、运输、销
售等各产业的良性发展，产业链
不断延伸，价值链不断提升，利
益链不断完善，使得村民增收
400万元。

淳化乡风“靠乡贤”

“口袋富了，还要富脑袋。”
刘永强又开始了新一轮思考。近
年来，刘永强以新乡贤文化建设
为契机，在村里深入开展村新乡
贤评选工作。

同时，他又牵头对先前村民
广场实施提升改造，建设村新乡
贤广场。在村委会门口的沙口村
乡贤榜上，一位位乡贤的事迹不
断展现出来，他们中有退伍军
人、海边电灌站工人，甚至农家
主妇，无一例外，受到村中百姓
感佩。

村关委主任张正琦是一名退
休教师，多年来义务奉献、关爱
留守儿童，多次荣获国家、省市
表彰。在他的带动下，村里越来
越多的人员相聚到一起，关心讨
论村庄发展与建设。

80 岁 的 退 伍 老 军 人 秦 启
发，经常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故
事。同时，他利用重大节日带领
村里孩子们，到抗日山、刘少奇
故居、十八勇士纪念馆等地开展
传统教育。

对刘永强为村子做出的一
切，村民们都看在眼里。秦启发
说：“怎么去定义一个村子是不
是发展好了，不能光看村容村貌
和村民钱包，更要看这整个村子
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否富足、
安康。刘书记最早想到了这点。
令人敬佩！” 据中国文明网

刘永强：带领村民奔小康

办公场所里的个人形象，即
行为举止要得体，要讲究分寸，
要与办公场所的气氛、环境以及
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相协调。办公

场所里的个人形象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仪表端庄、大方
要注意个人卫生和整洁，发

型要简洁，女士应略施淡妆。服
饰穿戴简洁、庄重，忌穿牛仔装
或无领无袖的衣服，忌穿拖鞋。

（二）举止要庄重、文雅
注意保持良好的站姿和坐

姿，不要斜身倚靠办公桌，更不
能坐在办公桌上面。不要在办公
室里吃东西，尤其不要吃瓜子等

有响声的食品。
（三）说话要文明，有分寸
办公场所不要使用亲昵的称

呼。不要总是抱怨、发牢骚或闲
聊。

（四）遵守公共道德和行为
准则

不要无限制地使用办公用
品。办公室中的传真机、公函信
封、信纸和其他办公用品等只是
办公用的。

据中国礼仪网

办公场所里的个人形象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双
山街道新世纪社区居民围坐
一起，专家讲知识，居民问
疑惑，章丘区委宣传部“蒲
公英”百姓宣讲团的“方桌
会”把知识送到居民家门
口，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

近日，山东济南章丘区
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章丘区委宣传部“蒲公
英”百姓宣讲团组织“方桌
会”，带领司法、卫生、环
保、农业等专业宣讲员，走
进田间地头、街道社区，讲
政策、送知识，大大方便了
居民需求，丰富了居民业余
生活。

“ 现 在 的 活 动 太 及 时
了，把我们想知道的健康预
防知识送到我们的家门口
了，省下跑医院了……”章
丘区明水街道桃花山西区社
区 65 岁的张兰高兴地说。
她和邻居们在“方桌会”上
认真听章丘区中医院脑病科
主任李莉通俗易懂地讲解脑
卒中风注意事项后，感慨良
多。“方桌会”上，李莉作
为脑病方面的专家，从卒中
预防、卒中治疗等卒中知识
方面，教给她们一些简单易
识别的方法，把健康知识真
正送到了居民家门口。

你方唱罢我登台，“方
桌会”上，章丘区委宣传部
宣讲员仇环环通过举例子、
讲故事，与群众交流心得谈
体会，为大家讲解《济南市
民文明手册》内容，呼吁大
家通过学习《手册》内容自
觉践行文明、促进文明，提
高对文明的思想认识，真正
做到文明规范内化于心，外
化于形。

“干湿要分开，可回收
丢蓝色，有害垃圾丢红色，
厨余垃圾是绿色，其他垃圾
用灰色”……章丘生态环境
局宣教中心宣教讲师樊荣沛
用贴近生活的模型，通俗易
懂的语言，将日常生活文明
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给双山街
道新世纪社区居民。

下一步，章丘区将充分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的作用，在各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政策理论
宣讲、传颂红色故事、科普
教育、道德教育、文艺培训
等志愿活动，通过“方桌
会”宣讲，将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打通，
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入脑、入
心、入生活。

据中国文明网

山东济南

“方桌会”进社区

□付 彪

在北京地铁1号线亮相
已有十天的“国博专列”受
到了乘客的追捧，成为一辆

“网红”号。
文物承载着悠久文明，

维系着民族精神，是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
脉。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
学校。发挥博物馆“大学
校”职能，就是要让文物说
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
话，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
发更加夺目的光彩。“国博
专列”可谓是一座浓缩的、
流动的博物馆。它以颇具代
表性的馆藏文物元素串联起
中 华 5000 多 年 的 璀 璨 文
明。“国博专列”受到乘客
的追捧，成为“网红”，无
疑让文物“说话”多了一种
新的表达方式。

让文物“说话”，需要
融入大众生活。文物是历史
的留声机，每一件文物都是
中国故事的讲述者。让文物
融入大众生活，需要人们走
进博物馆，更需要推动文物

“走出去”。近年来，《我在
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
说话》《国家宝藏》 等文化
类电视节目的播出，引发了
强烈的社会共鸣，让公众对
文物的兴趣日益高涨，这是
很好的表达方式。

让文物“说话”，需要
深挖人文精神。文物不会说
话，而是需要我们激发游客
主动与之沟通、对话。在这
方面，“国博专列”的创新
策划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
鉴。“放下烦恼，我来给你逗
个乐”“在追梦路上的你，尊
礼崇尚，万象呈祥”……一串
串妙语连珠，让原本冷冰冰
的文物，突然间有了温度，
让 乘 客 不 再 只 做 “ 低 头
族”。这样的创意和效果，
源于对文物背后故事的深度
挖掘和提炼，源于以现代人
的视角和智慧赋予了文物时
代内涵和生命。深挖人文精
神，有温度、有内涵和通俗
易懂的语言让“国宝”妙语
连珠，让文物以更年轻、更
时尚的姿态“活”在当下。

实践表明，让文物“说
话”，在深入发掘其文化价
值、人文精神的同时，还应
不断丰富文物展示体验活
动。将文物的学术性、知识
性、教育性与观赏性、趣味
性结合起来，就会带给游客
更多互动与思考，就会发现
和收获更多的历史智慧。

让文物“说话”需要创新表达

刘永强刘永强（（中中））了解村民养殖情况了解村民养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