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丹萍 文/图）日
前，记者从市妇联获悉，市妇联一直将
家庭文明建设视为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的关键着力点，引领广大市民用心打
造温馨家庭、精心培育良好家教、大力
弘扬优良家风，让无数家庭的“小文
明”汇聚成城市的“大文明”。

在建设好家庭方面，市妇联积极
行动，上下联动，精心筹备2025年家庭
文化系列活动，征集到44个家庭文化
重点活动。其中，由市妇联携手市文明

办等多个部门共同举办的“去有风的旷
野”系列之“健康‘家’力量 同行向未来”
健步走活动颇具特色，吸引了众多家
庭踊跃参与。活动现场，大家在健步走
的过程中交流互动，享受着健康生活带
来的愉悦。这种“运动+交流”的创新模
式，有效引导广大家庭践行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在助力全民健
康新样态中凝聚强大的“家”力量。

在传承好家教方面，市妇联实施
“校家社合力共育 赋能家庭促成长”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实践项目，大力推进
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
设。青春期亲子关系陪跑营课程深受
家长和孩子欢迎，为广大家庭提供了
实用的家庭教育知识。同时，市妇联
强化家教骨干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相
关人员参加苏州市社区（村）家庭教育
指导员专题培训，为提升家庭教育水
平筑牢人才基础。

在弘扬好家风方面，市妇联紧扣
“三八”国际妇女节、家风家教主题宣
传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充分发挥全国
五好家庭的示范带动效应。比如，推
荐叶玉萍家庭典型事迹在“江苏女性”
《最美家力量》专栏宣传，让更多人了
解到优良家风的魅力。此外，市妇联
还开展“一本好书‘童’分享”——长三
角家庭亲子好书共享汇活动，共征集
到90个视频，评选出十佳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中，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分享
读书心得，展现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
引导广大家庭以书为媒、以文化人。

接下来，市妇联将持续探索创新，
让更多家庭成为文明城市建设的参与
者、推动者，共同绘就城市文明的美好
画卷。

家庭文明建设为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 张丹璐）在浏
河镇何桥村，提起杨国训的名
字，村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这位从农村走出去又毅然返乡
创业的“新农人”，不仅用菌菇
产业串起乡村振兴的“致富
链”，更用一家人的温暖与坚
守，谱写了新时代文明家庭的
动人篇章。

黝黑的皮肤、朴实的笑容，
是杨国训给人的第一印象。记
者来到菌菇大棚时，他正带领工
人忙碌着。从菌种培育到基地
种植，从产品加工到市场销售，
杨国训将现代理念注入传统农
业，通过建设标准化菇房，开发
菌菇干货、即食产品，打造出完
整的“种植-加工-销售”产业
链。他积极整合上下游资源，让
小小菌菇成为撬动共同富裕的

“金钥匙”。
走进杨国训家，窗明几净的

客厅里陈列着“文明家庭”“太仓
好人”“十佳最美浏河人”等荣誉
奖杯。谈及家人，这位在商海打
拼多年的汉子不禁眼眶泛红。
年过七旬的父母主动包揽家务，
妻子负责合作社财务工作，就连
上高中的儿子放假时也会到基
地帮忙。家人的全力支持，成为
他创业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从单打独斗到产业成链，从
家庭作坊到现代企业，杨国训的
创业故事，既展现了“新农人”敢
闯敢试的魄力，更诠释了文明家
庭相互成就的真谛。他在菌菇
基地特别设置了亲子采摘体验
区，并表示：“我想告诉每个参观
者，事业就像菌丝，家庭就是培
养基，只有两者共生共荣，才能
培育出幸福的果实。”

文 明 家 庭

“菌”香满园
家更暖

杨国训家庭 >>>

本报讯（记者 沈雯）近日，江苏省
沙溪高级中学与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
共同举办弘文融理教育论坛，开启文
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的深度融合之旅。

活动中，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会
长与省沙高负责人共同为教育基地揭
牌，标志着双方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合
作正式启动。上海炎黄文化宣讲团向
学校捐赠了《而立回眸——上海炎黄
文化研究会三十年》丛书。

依托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高端
优质资源，结合本土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双方将通过“文化浸润+实践体
验”的模式，让炎黄文化根植于学生心
灵。

自建校以来，省沙高始终秉持“勤
谨信进”的校训，形成了“弘文融理、纯
全育人”的特色办学理念。学校松华
弘文书院深耕人文教育，坚持“让文化
可触摸，让传承有温度”的宗旨，将娄
东文脉、先贤精神与当代教育思想相
融合。从“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的科
学精神，到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先
驱者吴晓邦的艺术担当，书院以深厚
的历史底蕴为基础，着力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

省沙高积极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项目”，通过修缮“南门遗风”、打造“行
走课堂”等方式，将文化传承融入教育
教学全过程。此次与上海炎黄文化研

究会的合作，为松华弘文书院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让炎黄文化成为滋养
学生心灵的“精神沃土”。

下阶段，松华弘文书院将以“文
化浸润 + 实践体验”模式为核心，结
合书院“人文教育”特色，挖掘沙溪古
镇、娄东画派、吴门琴派等地域文化
资源，让学生在触摸历史中增强文化
自信。借助上海炎黄文化宣讲团的
专家力量，通过跨区域交流拓宽学生
视野。依托书院平台，开展“炎黄文
化研学行”活动，组织学生走进吴晓
邦故居、唐文治纪念馆等文化地标，
以沉浸式体验促进文化精神的传承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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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共推文化育人新实践
省沙高 >>>

王耀宏 >>>

城厢镇万丰村村民王耀宏用40载春
秋的坚守，为瘫痪妻子周培珍撑起一片
爱的天空。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的深刻内涵，谱写了一
曲感人至深的爱情赞歌。

命运转折发生在1985年夏末秋初
之际，时年33岁的周培珍突发高烧，经

上海华山医院确诊为脊髓膜外脓肿。虽
经紧急手术，仍不幸造成高位截瘫，仅有
胸部以上保留微弱知觉。面对妻子骤然
瘫痪的人生变故，正值壮年的王耀宏毅
然放下泥瓦匠事业，用坚实的臂膀为妻
子筑起生命港湾。

为了更好照料病妻，王耀宏转型为

“家门口”的菜农，在妻子枕边安装紧急
呼叫电话。无论是在田间劳作还是在
市场卖菜，电话铃声就是最急迫的“归
家令”。40年寒暑交替，得益于王耀宏
的悉心护理，长期卧床的妻子从未生过
褥疮。这份坚守与付出，凝聚着丈夫最
深沉的爱意。

“现在有了‘长护险’社工的临时帮
衬，孩子也成家立业了。”王耀宏欣慰地
表示。从青丝到白发，这位七旬老人用
半生坚守换来了家庭的圆满，其感人事
迹先后获得“中国好人”“江苏好人”“苏
州好人”等荣誉，成为新时代家庭美德的
生动范本。

40年悉心照料瘫痪妻子
用爱与责任谱写人间真情

□本报记者 宋沐恩

未成年人心理热线：5353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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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管理局 >>>

本报讯（记者 杨丹萍 文/
图）日前，记者从市应急管理
局获悉，该局以“人人讲安全
城市更美好”安全宣传教育全
域行动为抓手，推动安全治理
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通过理
念传播、平台搭建、社会参与
的工作模式，为城市文明建设
注入新动能。

市应急管理局着力构建
多元化宣传矩阵，让安全理念
深植城市文明基因。发布“娄
小安”安防服务中心动画 IP，
通过消防漫画、科普动画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突破安全
知识年龄与职业壁垒，成为城
市特色文化符号；精心打造致
和塘消防主题街巷宣教点，将
社区公共空间转化为沉浸式
安全教育课堂，让消防安全意
识在场景体验中润物无声地
融入居民生活。这种寓教于
乐的传播模式，既增强了公众
应急能力，更培育了“安全共
建”的文明自觉，推动安全理
念从行政要求升华为市民文

明习惯。
此外，市应急管理局依托

智慧安监平台，推出“自查巡
查”“访客管理”“安知宝”等数
字化工具，构建线上线下融合
的文明实践新生态。“安知宝”
网上安全学校打破地域限制，
为企业员工、安全管理者提供
便捷的在线学习渠道，实现安
全培训从“集中式”向“常态
化”转变；电子化登记等智能
工具通过流程再造，在提升监
管效能的同时，引导企业建立

“科学管理、文明生产”的现代
化管理体系。这些科技赋能
举措既夯实了安全基础，更以
数字化手段推动文明实践向
精准化、高效化发展，展现城
市治理的文明新高度。

从理念创新到科技赋能，
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共建，市应
急管理局的系列举措不仅织
密了城市安全防护网，更以安
全文明建设为切入点，实现了
城市治理效能与市民文明素
养的同步提升。

推动安全治理与文明实践
深度融合

本报讯（记者 肖朋）城厢
镇胜泾社区积极响应全市“太
风尚10条”政策，打造“泾喜共
享小站”婚俗服务品牌，建立
礼服租赁、婚庆用品循环利用
的闭环体系，目前累计为30余
对新人提供中式礼服租赁服
务，为50余户家庭优化婚庆布
置方案，节省开支超2万元。

今年以来，城厢镇以红白
理事会为纽带，采取“走心服
务+创新实践”的方式，为传统
婚俗注入清新之风。各村（社
区）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
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并组织
签订移风易俗倡议书，让群众
既减轻陈规陋习的负担，又体
验到喜事的“幸福味”

村 规 有“ 约 ”，新 风 有
“根”。这一理念在电站村得
到生动体现。今年，电站村成
立“喜事帮”志愿服务队，通过
摸排村民婚嫁动态、签订文明

承诺书、提供全程指导等贴心
服务，以实际行动传递“重内
涵轻形式”的婚俗理念，成为
村民喜事简办的“贴心管家”。

此外，城厢镇以楼道为微
阵地，打造移风易俗“文明新
风角”。目前，全镇共有150多
个楼道入选太仓市文明楼道，
两个楼道获评苏州市级文明
示范楼道。楼道内设置文明
宣传角、图书漂流点、便民工
具箱等，张贴移风易俗文明标
语、设立“文明积分榜”，不仅
成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更成
为传播文明新风的“暖心驿
站”。

城厢镇还组建了多支移风
易俗志愿服务队，包括“Y起文
明”社团、“文明帮帮团”等。
这些队伍深入村（社区），通过
宣讲、文艺演出、帮扶等多种
形式，将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
户，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文明新风为幸福“加码”

当小学生上课注意力不
集中时，家长可以采取以下措
施：

1. 了解原因。与孩子沟
通，耐心询问他们有什么困
扰，比如是否没休息好、课程
内容是否太难或太简单等。
同时，与老师交流，了解孩子
在课堂上的具体表现，共同分
析注意力不集中的原因。

2. 培养良好习惯。保证
孩子充足的睡眠和合理的饮
食，帮助孩子保持身体健康，
让他们在课堂上有足够的精

力。帮助孩子制定规律的学
习和生活时间表，让孩子养成
在固定时间学习和休息的习
惯。

3. 提升注意力。可以通
过一些专门的训练方法，如
让孩子进行“找不同”“走迷
宫”等游戏，来提高他们的注
意力。鼓励孩子参加一些需
要专注的活动，如绘画、书
法、下棋等，在活动中锻炼注
意力。

（太仓市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指导中心 谢向东）

小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家长该怎么办？

本报讯（记者 高焕涛）古人
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初夏时
节，在双凤镇庆丰村，施工人员正
在对双浮路北侧高标准农田进行
提档升级。通过“产业兴村、文明
润村”双轮驱动，庆丰村走出一条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共进的
乡村振兴之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农耕文化在中国农村具
有重要地位，它既是农民劳动智
慧和生活智慧的结晶，更是凝聚
乡村精神和价值观的源泉。依托
金仓田园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的资源优势，庆丰村提档升级“稻
田理想”文明实践点，以本土农耕
文化为载体，将传统农具、二十四
节气、稻麦文化等“农”元素融入
文明建设，通过图文展板、模型道

具、实物展示等多维度呈现农耕
文化的历史变迁及乡村振兴成
果，使“稻作记忆”转化为可感知
的文明载体。

通过打造“银青聚能”治理品
牌，庆丰村以“银雁领航+雏鹰展
翅”模式培育新时代文明实践带
头人。“银雁”传授节气农谚、传统
农耕文化精髓，“雏鹰”演示现代
农机操作、展现科技农业魅力，共
同开展农事导览、文化讲学等活
动。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展以稻
田趣事、稻作文化、稻香满溢为主
题的“‘稻’这里 插秧‘趣’”农事体
验、“手绘丰收图 感悟丰收乐”户
外写生、“一株水稻的文化传承 一
粒米的时空之旅”农耕课堂等特
色活动，构建“创新活动-多维实
践-耕读传家”的乡村文明建设体

系，以优秀农耕文化促进精神文
明建设，全面塑造独具特色的乡
风文明。

庆丰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村
里通过多种形式弘扬农耕文化精
髓，引导村民向上向善，以乡风文
明引领乡村振兴，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坚持以农为本、以耕为业，庆
丰村紧扣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主
线，深耕“全链条提质”工程。通
过统筹“基建+技术”，建成7500
多亩高标准农田矩阵，配套建设
育秧大棚、烘干中心、农机库房等
设施，推动现代农业向精准化、智
能化方向发展，构建现代农业文
明支撑体系。通过传承农耕文
化，培育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提
供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

庆丰村庆丰村 >>>>>>

深耕农耕文化深耕农耕文化 培育文明乡风培育文明乡风

文 明 村 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