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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 村 镇

2023年8月15日 星期二04 精神文明建设

□本报记者 沈雯

李志辉>>>
助力残障群体与时代“同频共振”

文 明 单 位

以书香涵养文明
创娄东文化之窗

本报讯（记者 杨丹萍）近年来，我市图书馆不仅承担了
全民阅读推广职责，更是在社会精神文化教育、科学文化
知识普及上不断推陈出新，发挥了市图书馆在精神文明建
设中的阵地作用。

“近年来，我市以市图书馆总馆为主阵地，并建有10家
乡镇分馆、127个农家书屋、27个基层服务点和18个娄东
书柜，形成有机布点、纵横交错的市民阅读服务网。”市图
书馆副馆长赵书苑介绍，近年来，市图书馆优化阵地空间，
精塑服务品牌，开展娄东大讲堂、太图公益培训、书外市
集、蜗牛慢读等活动，年平均组织活动350余场，丰富了
广大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正在读小学的小张是市图书
馆的忠实粉丝，他告诉记者，最近刚参加市图书馆举办的
种子猎人少儿活动，每次参加这类活动，都觉得收获满
满。

此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市图书馆围绕春节、
元宵、端午等传统节日开展结合阅读推广的主题活动，
开展“好阅连节”系列活动。“市图书馆还聚焦重点群
体，对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将阅
读服务送到他们身边，对他们进行阅读培育。同时，我
们在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的区域开展了快闪图书馆活动，
满足了他们的文化需求。”赵书苑表示，接下来，市图
书馆将继续履行责任，发挥社会教育作用，着力打造志
愿服务团队，以阅读进万家为旗帜，常态化开展领读
者、阅读点灯人等项目，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文明氛
围。

市图书馆>>>

文 明 家 庭

“小板凳”撬动基层“大治理”
周晓青家庭>>>

爱岗敬业

互敬互爱

浏南村>>>

城厢镇>>>

让背街小巷“靓”起来

本报讯（记者 张立 文/图）实小弄是老城区中心地段
的一条背街小巷，小巷两侧共有12幢居民楼，居民以老年
人和外来租客为主，是典型的无物业老旧小区。随着文明
创建活动在城厢镇深入推进，现在不管是实小弄，还是两
边的小区，都变得干净整洁且靓丽起来。

从向阳路一拐进实小弄，入眼便是靓丽的墙面，既
有“你若文明 便是风景”的宣传标语，也有江南水乡风光
的墙绘，还有木质照片展示栏，为小巷增添了几分时尚
感。走进两边的小区，楼栋间多了不少小花坛，有的是用
旧木材加工而成，有的是用废旧轮胎改造而成。“以前这
里都是树墩，难看又碍事。现在，志愿者把这改造成小花
坛，洋气又好看。”杨阿姨是实小弄的老住户，提起这些
变化，她赞不绝口。

据了解，实小弄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原本基础设施
薄弱，再加上年代久远，墙体开裂斑驳、水管遍布青苔、线
缆横七竖八，居民群众对于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很高。城
厢镇府东社区通过前期走访排摸，主动收集民情民意，针
对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制定了“实小弄小区微改造”志愿
服务方案，随后对外墙和楼道进行了美化，为小区充电桩
穿上了美观又防水的“新衣裳”，用绿叶、树皮等对雨污管
道进行了装饰，并以废弃轮胎为底座，喷上彩色漆，做成了
小花坛。社区还充分发挥网格员、楼道长、志愿者作用，开
展日常巡查、维护，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共同推动小区
自治管理常态长效。

目前，城厢镇正计划结合南门街改造推进南门街的文
明创建，并将在西区社区马家地园建设一处文明长廊，在
中区社区建设一处文明主题小游园，进一步推进背街小巷
的文明创建。

“除了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岗
位，我们更要让他们感受到精神富
裕，感受到与时俱进的喜悦和社交的
满足，助力残障群体与时代‘同频共
振’。”这是苏州时代新人李志辉常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2020年，刚入学苏州健雄职业
技术学院的“00后”新生小洪，因为
听障问题非常自卑，无论是在教室
还是宿舍，都表现得沉默寡言，不
敢主动与人交流，用头发遮住佩戴
的助听器，低着头独来独往。身为

学校辅导员的李志辉凭借多年的
工作经验，关注到了小洪的低落情
绪。

在与小洪私下沟通的过程中，李
志辉鼓励小洪积极融入新环境，加入
学校新媒体电商创客社，参与集体活
动，找到归属感。渐渐地，李志辉发
现，小洪在社团活动中激发起了浓
厚兴趣，能够主动融入集体。“有了
抬头正视自己、直面生活的勇气，学
生的心态发生了改变，在校园生活
中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主动参加社
团活动和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比
赛。”李志辉告诉记者，小洪在校内
网络短视频大赛上获得过优胜奖，
在江苏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中获得过三等奖，还勇于突
破自我，在一次网络直播大赛上作
为残疾学生代表上台演讲。如今的
小洪已经从健雄学院毕业，走上了
工作岗位。

看到小洪的进步，李志辉深受鼓
舞，发现了帮助残障人士创业就业的
意义所在。作为健雄学院经济管理
学院辅导员，他带领学生组建了一支
新时代“助残”志愿者服务队，鼓励校
内外爱心人士和企业参与残障群体
就业帮扶，先后吸纳志愿者263人，
整合爱心企业86家；指导建设残疾人
网络直播实训基地，实施“e起致富”
苏货直播新农人培训、“善爱益家
321+”残疾人咖啡馆网络直播指导等

项目。近年来，他累计推进开展残疾
人就业赋能活动206场次，匹配残疾
人就业岗位682次，解决残疾人就业
121人。

李志辉还牵头与企业共建的残
疾人网络直播实训基地常态化开展
乡村残疾人数字化就业培训，覆盖残
疾人2600余人。连续三年举办乡村
残疾人网络直播大赛，组织直播带货
活动 163 场次，受益乡村残疾人
1256人，助力农副产品销售230余
万元。

李志辉希望未来通过更多的努
力，吸引更多人关注残障群体的生存
状况和精神世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
入到社会大家庭中。

本报讯（记者 阚亚方）今年
以来，浏南村以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为切口，探索搭建基层治
理的“大舞台”，通过“板凳议事
会”的形式，话家常、询民意，察民
情、解民忧，推动服务重心下移、
资源下沉的“板凳作风”，用“小板
凳”撬动“大治理”。

“本组80%的村民翻房结束，
希望道路重新修筑”“希望在邻里
生活馆活动室增加桌球项目”……
日前，在浏南村举办的“板凳议事
会”上，村民们畅所欲言，村干部把
居民群众的诉求、问题和建议一一
做了详细记录。对能够现场解决
的，立即解决；对存在异议的，议事
会结束后由村“两委”集中商讨。

据了解，浏南村通过“板凳议

事会”带动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推
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
新格局。“‘板凳议事会’很接地
气，不设主席台，不在会议室，有
事一起商量解决，参与感满满。”
村民代表朱其红表示。

其实，“板凳议事会”也是浏
南村这一江苏省文明村在文明建
设方面的一个举措。浏南村位于
浏河镇西南侧，村行政区域面积
12.9平方公里，是浏河镇面积最
大的村。近年来，浏南村将党建
与精神文明创建有机结合，组建
村理论宣讲服务队，村书记带头
开展党的理论专题宣讲，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广泛普及，村“两委”
班子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向村民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调解民

事纠纷，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做到
“带头人引领一班人、一班人影响
一群人、一群人带动全村人”。

同时，浏南村建有村级志愿
服务队伍，仅今年上半年就开展
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70余
场，并设有乡风文明志愿服务岗，
向群众提供帮扶、科普、医疗救助
等便民服务。不仅如此，浏南村
还在全村范围内开展文明家庭评
比活动。目前，全村三星级文明
家庭1064户，占比81%；四星级
家庭113户，占比8%；五星级文
明家庭6户，占比0.5%。

接下来，浏南村还将完善村
规民约、弘扬乡风文明，带领村民
走向共同富裕，使农村更宜居、农
民更幸福。

本报讯（记者 阚亚方）周晓青的
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周晓
青是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大队
长，妻子在船运公司工作，夫妻二人
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以无私奉献和爱
岗敬业的精神，诠释着“最美家庭”的
深刻内涵。

从海军陆战队员到城市管理人
员，退伍后的周晓青在城管岗位一干
就是近20个年头。作为一名一线城
管人，周晓青每天坚持走街串巷，市民
的需求、商家的烦恼，他都记在脑海、
放在心中。定制简易围栏和落地展
板并无偿借给沿街店铺使用，满足商
家店铺的广告宣传；免费设计并增设
橱窗腰线，改善沿街商铺店招杂乱问
题……多年来，周晓青的“金点子”解
决了群众不少“烦心事”。城市管理工
作千头万绪，为了能更好地与群众交
流，周晓青还经常在业余时间观看
《老娘舅》《柏阿姨》等节目，学习他们
的语言艺术，为工作积累经验。

说起周晓青的妻子，认识她的人
都会忍不住称赞几句。船代工作是
一项非常需要细心、耐心和责任心的
工作，从租船、订仓到出货，每一个工
作环节都不允许出现失误。为了能
把工作做细做好，她会随身携带笔记
本，列好待办事项，做到事事有落实、
件件有着落。此外，船代工作对英语
口语交谈能力有一定要求，为了练好
口语，上下班回家的路上、送两个女
儿上辅导班的空闲时间，她都会抓紧
时间为自己“充电”，努力提升英语口
语交谈能力。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
心，让她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得到
了领导和同事的信赖与好评。

在工作之余，周晓青与妻子是彼
此的倾听者、安慰者和开导者，两人相
濡以沫、风雨同舟。支持、理解、关爱和
宽容，让这个四口之家更加幸福、美满。

本报讯（记者 薛海荣）在沙
溪镇中荷村，家家户户都有一本
文明护照，护照上有详细的文明
积分制度。

比如在志愿服务岗积分制度
中，村民为贫困户等困难群体提
供结对帮扶服务可以得 3个积
分，在志愿活动中获得市级荣誉
可得5个积分；在移风易俗岗积
分制度中，家里喜事酒席每桌菜
价控制在1000元左右，不用高档
烟酒，可得5个积分。每年年底，
村里都会对得分高的10户家庭

进行表彰奖励。
在文明积分制度的激励下，

中荷村村民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的
积极性更高了，每家每户都争着
抢着做好事并参加村里的集体活
动。

其实，不仅仅是中荷村，沙溪
镇各村（社区）都在实施类似的文
明积分制度。为进一步唱响“新
风起沙溪 乡俗化民心”的移风易
俗主旋律，沙溪镇立足实际情况，
推出多项实在且实用的举措，打
出了一套以文明积分为主的移风

易俗“组合拳”，进一步推进了文
明乡风建设。

沙溪镇利用政府网站、微信
公众号、横幅标语、宣传手册等，
大力宣传移风易俗新举措。该镇
还选取涂松村、洪泾村、半泾村等
10个村（社区）进行试点，分别以
健康之风、节俭之风、民俗之风等
为主题，积极倡导文明新风尚。
如今，该镇红白事讲排场、比阔气
的现象日益减少，厚养薄葬、喜事
新办的现象越来越多，一股文明
新风扑面而来。

“小积分”攒出移风易俗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