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河“浏”行新风尚 传递正能量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有担当作为的青少年是祖国强盛、民族复
兴的重要保障。笔者认为，男孩担当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信豁达
社会离不开人类的探索、反复的尝

试，自信豁达的男孩会勇于探索、敢于冒
险，从而为人类的生活开创美好的未来。

2.坚韧不拔
坚韧不拔的男孩在遇到困难时，不会

退缩、逃避，而是克服困难、勇于攀登。上
天是公平的，不会让碌碌无为的人享受成
功，只有坚韧不拔勇于前行，才能获得成
功。

3.愿意担责
人生长路注定有许多艰难困苦。愿

意承担责任、勇于承担责任的男孩会得到
别人的信赖和尊敬，也会获得接纳和帮
助，从而更容易取得成功。

4.宽容仁爱
宽容仁爱的男孩常常严于律己、宽容

待人，有仁爱之心。宽容仁爱与诚信友爱
密不可分。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善
于团结合作，就能更好地凝聚力量，攻坚
克难，获得胜利。

此外，家庭、学校、社会要为培养有担
当的孩子创造良好的氛围。男孩的健康
成长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

1.要有爱心，了解男孩成长的规律，
因势利导，促进成长。

2.在婴幼儿时期，要充分给与保护，
让男孩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这样的男孩
才会自信、勇敢。

3.给与男孩自由，让男孩可以充分地
了解自然，了解生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
好，保护好孩子的探索精神。

4.理解男孩的稚嫩，接受男孩行为过
程中的不足、缺点、甚至“破坏”。不经一
事，不长一智，神枪手都是子弹喂出来
的。

5.坚持原则。在家庭养育中，父母及
长辈要规则明确，温柔而坚定地维持规
则，不能纵容溺爱。

（王新达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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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王耀宏>>> 文 明 城 市

□本报记者 张立

文 明 村 镇

城厢镇万丰村村民王耀宏是一位
孝老爱亲的“中国好人”。38年前，妻子
周培珍因病高位截瘫后只能躺在床上，
王耀宏就一直照顾了她38年，并因此
放弃了祖传的泥瓦匠手艺，改行种菜卖
菜。

一场大病致妻子高位截瘫

“她是1985年10月16日开的刀。”
王耀宏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妻子做手术
的时间，这也是彻底改变了他人生轨迹
的时间。他说，在那之前的一两个月
中，妻子周培珍经常突然发烧，晚上也
常睡不好，说是背上很痛，但一开始医
院没有查出病因。直到有一天，周培珍
的手脚忽然不能动了，送到上海华山医

院，才诊断出是患上了一种叫脊髓外膜
脓肿的疾病，并做了手术，术后便从“胸
2颈7”位置以下高位截瘫。那一年王
耀宏32岁，周培珍33岁。

曾是乡里最年轻的“作头师傅”

“如果不是周培珍生了这个病，王
耀宏的生活不会是现在这样！”曾经是
万丰村村支书的陆志宏说，当时王家
的经济条件很不错，王耀宏和他的父
亲都是泥瓦匠，因为是祖传手艺，水
平不错，而且王耀宏待人、办事能力
也不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也
很高，是当时乡里最年轻的“作头师
傅”。

1985年，正是太仓农村造房热兴
起的时期，王耀宏的活一个接着一个，
当时乡镇企业发展得快，王耀宏父亲的
两个徒弟，也就是他的两个师兄，分别
在两个乡的建筑公司当了经理。“如果

不是要照顾妻子，放弃了手艺，也许他
现在已经是老板了！”陆志宏惋惜地说，
王耀宏不管是自己干，还是到两个师兄
那里去，都很有前途。

放弃手艺种菜照顾妻子

王耀宏在妻子瘫痪后放弃了祖传
手艺，选择了在家种菜。

王耀宏说，周培珍瘫痪后，完全失
去了自理能力，如果自己出门干活，周
培珍就没人照顾了，而菜地就在家门
口，不仅能有一些收入，周培珍的一天
三餐都能喂，还能随时抽空回家，帮她
翻翻身，照顾她大小便。

尽管王耀宏说得很轻松，但邻居们
说，王耀宏过得太苦了，种菜本来就是
很苦的农活，一大早要卖菜，白天要在
地里忙，晚上还要在家里整理菜，“那时
每天晚上9点多钟，还能看到他在自家
走廊里整理菜”。

2011年，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王
家拆迁了，全家搬进了东林佳苑，家里
的土地也流转了，王耀宏开始贩菜，先
在周边收了菜，再到集市上去卖。为了
在贩菜的同时照顾好周培珍，王耀宏收
菜、卖菜都不会走远，还在她枕边安了
个电话，每次有事，比如想要大便时，周
培珍就会用她仅存的一点行动能力给
王耀宏拨出个电话，这时不管是在菜场
卖菜还是在田头收菜，王耀宏都会马上
回家。

“王耀宏真的太好了！”“这样的人，
太少了！”……邻居们对王耀宏赞不绝
口，他们说，照顾30多年不容易，更不
容易的是，周培珍身上没有长过褥疮，
她的房间里没有一点点异味。

王耀宏曾先后获评“太仓市精神文
明建设十佳新人”“苏州好人”“江苏好
人”等，2021年2月，中央文明办发布
2020年12月“中国好人榜”，王耀宏成
为孝老爱亲“中国好人”。

日前，市城管局组织集 jogging 与
picking于一体的plogging捡跑健身活
动，以慢跑运动与捡拾烟头兑换奖品的形
式，引导市民在运动健身中找寻太仓环保
理念，在保护生态中探索健康生活态度，
营造低碳健康生活的良好氛围。

当天上午8时活动在天镜湖公园开
启，所有参与者在规定区域内捡拾烟头、
矿泉水瓶等，完成相应数量即可至市城管
局垃圾分类宣传摊位兑换相应礼品。

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将
“共同缔造，缤‘分’娄城”作为主题，抓住
机遇谋突破，凝心聚力促发展，努力将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推向高质量发展。近年
来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逐年提升，生态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娄城因你美
丽。为更好地做好垃圾分类工作，保护生
活环境，市城管局重点聚焦源头分类、分
类收运、终端建设三个环节，提升垃圾分
类集中处理率，推动我市垃圾分类再上新
台阶。

据了解，在源头分类环节，我市推进
全域片区建设，以镇（区、街道）为单位，推
进城中村、背街小巷、沿街店面、写字楼、
港口码头、维修行业、社会企业等区域的
定时定人分类工作，实现了垃圾分类全域
覆盖，并评定生活垃圾分类星级小区，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示范镇建设，聚
焦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推动落实“管行业
就要管垃圾分类”要求，实现源头再减
量。在分类收运环节，镇（区、街道）增人、
增车、增队伍，确保收运能力与垃圾产生
量相匹配，加快更新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车
辆，并合理设置转运暂存场所，市级统一
设置居民有害垃圾暂存点，镇（区、街道）
以村（社区）为单位建设可回收物网点，并
创新互联网收运应用，提高“易丢丢”“易
带扔”等线上预约收运能力。在终端建设
环节，建设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和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并对餐厨废弃物资
源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进行技改，满足
全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处置需求。

早在2011年，城厢镇就荣获
“全国文明镇”称号，文明在城厢大
地蔚然成风。近年来，城厢镇更是
进一步深化文明创建，着眼细微，
突破难点，并让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更多惠及群众。

“我们队常在中心广场上排练
舞蹈，以前会遇到衣服无处放的尴
尬，放在公共座椅上吧，怕占用公
共资源，也担心影响市容市貌。”李
阿姨是城厢镇县府社区广场舞队
的成员，她说，最近，团队成员们发
现广场边上新增了一排挂衣架，

“我们的烦恼解决了，跳舞也没啥
担心的了，广场的环境看起来更美

了！”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城厢镇坚

持为民，着眼群众所需所盼，把文
明创建融入日常工作中，融入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老人爱看报，这个橱窗
好，每天更新报纸，我在家门口就
能看报读报了。”住在实小弄快40
年的杨玉清对最近设置在实小弄
的“我读党报给你听”专题橱窗很
满意，认为这方便了老人，丰富了
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城厢镇还坚持创建惠民，打造
具有城厢特色亮点的“身边文明实
践圈”，“圈”出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生活，结合创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老百姓得到
真真切切的实惠。

“树墩改造成小花坛，多洋气、
多好看。”提起实小弄微改造的成
果，59岁的杨阿姨就赞不绝口，“还
有楼道里，你去看看，现在都是像
花园一样，用藤蔓和花朵（把电线）
全部包住了，好看得不得了！”

城厢镇注重创建靠民，通过倾
听民情，合奏文明之声。城厢镇各
村、社区充分发挥网格员、楼道长、
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共建文明家园，
同时居民也自发参与小区管理，共
同推动小区自治管理常态长效。

丈夫是执法人员，妻子是一名
律师，邓君剑和汪雪琴这对夫妻在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充分发挥专
业特长，为法治建设贡献力量。作
为共产党员，他们积极践行奉献社
会、服务人民的承诺。

“你好，这里是太仓海事局，跟
你核实一下信息……”来到太仓海
事局璜泾执法大队快反中心，电话
声此起彼伏，该大队副大队长邓君
剑耐心向船员解读相关政策，进行
普法宣传。从事海事执法多年来，
邓君剑将文明执法理念贯穿始
终。“执法工作要用脑、用心、用情，
有温度才会更有力度。”作为“江海
为民工作室”的重要成员之一，他

急船民之所急，及时为船民解决急
难愁盼问题。真情的付出获得了
由衷的点赞，执法工作从而得到船
民积极配合。此外，邓君剑充分发
挥职业特长，加入水上搜救志愿者
团队，多次组织开展社会公益、扶
贫共建、文明交通活动，成功救治
急病船员脱离危险，获得了良好的
社会评价。他和同事们成立了“江
豚守护志愿队”，践行长江保护法，
宣传江豚保护计划，提升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加强对影响江豚生存环
境行为的监管，实现了长江生态环
境的全方位守护。

作为一名律师，邓君剑的妻子
汪雪琴立足本职，努力维护公平正

义，多次参与重大决策法律论证，
处置涉法涉诉和信访案件，办理两
百多起法律援助案件，扶助弱势群
体；开展城市更新全过程法律服
务，为居民释法答疑，及时反映群
众合理诉求。“能够运用所长帮助
大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我很
欣慰。”工作之余，汪雪琴积极开展
普法讲座，引导群众提高法治意
识，积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工
作，成功调解了多起民事纠纷。

“平时会一起探讨法律问题，
相互分享工作经验。”邓君剑、汪雪
琴夫妇是生活上的伴侣，在各自事
业上文明执法，善于用法，为文明
法治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文 明 家 庭

清家园、净空间，绿水青山美村庄；
传家风、正家训，文明家庭携手创；亲乡
里、近睦邻，和美乡风人人享；婚事新、
喜事简，勤俭节约相依傍；丧葬轻、关怀
勤，厚养薄葬美名扬……这是“浏”行新
风尚移风易俗十条里面的相关内容，在
浏河镇，社区和学校会结合“浏”行新风
尚移风易俗十条开展相关活动，让“浏”
行新风尚移风易俗十条深入人心。

摒弃陋习旧俗，弘扬文明新风，向
榜样看齐，传递向上向善的社会正能
量，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是新风尚，亦是
新气象。去年9月，“浏”行新风尚移风
易俗十条正式发布，希望通过“浏”行新
风尚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让“好人文化”成为浏河最靓风景
线，让“道德标尺”奏响发展最强音，以
新精神点燃新斗志，以新行动开创新局

面。
推出“浏”行新风尚十条后，浏河镇

发动各村（社区）利用民主议事会、村民
大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大力营造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节俭养德的浓厚氛围。
不仅如此，该镇还把“浏”行新风尚十条
融入村居管理，将文明家庭诚信积分与
十条新规结合，让老百姓参与到移风易
俗工作当中，共创和谐文明新乡风。

在浏河镇，不仅有镇级的“浏”行新
风尚移风易俗十条，浏河的各村（社区）
也纷纷推出村规民约，通过村规民约推
进移风易俗。在东仓村，结合乡村治理
体系和乡风文明建设制定的《东仓村村
规民约》进入了村里的每户家庭，在村规
民约的带动下该村逐渐形成了以党建为
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促进了乡村和谐健康发展。

垃圾分类
让文明娄城更加分

□本报记者 阚亚方

培养有担当的男孩

38年悉心照料截瘫妻

文 明 校 园

□本报记者 阚亚方

□本报记者 王倩

□本报记者 张立

邓君剑家庭
用心用情以“法”促文明

城厢镇
举措更细更实 创建为民惠民

双凤中学 >>>
方寸邮戳
走向世界

在双凤中学，陈列了一排排的
邮票和邮戳，这些有着纪念意义的

“设计款”，都出自学校师生之手。
日前，双凤中学少年邮局的成

员们正在整理准备寄出的信封，上
面盖着他们最新创作的学雷锋纪
念日邮戳。初二（7）班学生周建宇
告诉记者，去年加入少年邮局后，
参与到邮票和邮戳的设计和制作
中，不仅可以参加丰富多彩的集邮
和书信文化活动，也可以体验信
件、包裹邮寄和集邮等邮政业务，
增强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周
建宇同学认为，了解邮票和邮戳，
不仅是了解学校的特色，也是了解
邮票背后的故事，传达一种精神和
文化。

1989年4月，双凤中学成立第
一个集邮小组，2004年 3月登记
注册太仓市首家少年邮局，秉持

“爱党爱国爱家乡”原则，围绕重大
节庆日、名人时事和太仓市改革发
展新成就设计发行了宣传纪念邮
戳。

学校邮戳特色教育历经“培养
兴趣，注重陶冶情操奠定基础”“育
人为本，坚持集邮教育正确导向”

“课题研究，提升邮戳教育实践水
平”“培育品牌，努力构建校本特色
课程”四个阶段，逐渐由“规范化”
走向“特色化”，由“特色化”走向

“品牌化”。师生合作、散发着油墨
芳香的各类邮戳经学生之手，走出
太仓，走向五湖四海，深受海内外
好评。

双凤中学坐落于千年古镇双
凤福地，是一所农村初中，学校
坚持打造“福润于德，泽惠于
品”的“福泽”文化校园，促进
学生全面、自主、特色发展。双
凤中学党支部书记王晓洁表示，
下一步，学校将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以“德润”这
一福地文化特色，把“福泽”惠及每
一位学生和家长。

□本报记者 沈雯

未成年人心理热线：53536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