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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文明基因 筑就城市高度
殷诚聪

“温润之州、大爱之城”成为温州的独特气质

平阳县鸣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婚礼基
地正举办中式婚礼 陈作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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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诚信温州人”颁奖典礼现场“最美诚信温州人”颁奖典礼现场

“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春节”赏年
画做春联送祝福活动现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文明，让城市更出彩。

长三角,中国经济发展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也是文明城市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赓续长三角文明之脉，近年来温州全域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以文明创建助推城市蝶变、以乡风文明示范带建

设串珠成链、以崇德向善涵养城市气质，为温州“强城行动”提供强大精神文明动能。

如今的温州城，变得更具品位、更富魅力、更有温度。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背街小巷华丽蝶变、文明实践春风化雨、志愿

服务随处可见、“好人现象”蔚然成风⋯⋯随时随处都在向人们诠释着这座“温润之州、大爱之城”的文明温度和精神高度。

焕发城市精神
赋能“强城行动”

“小区环境越变越好，心里别提有多
舒畅了。”这是家住鹿城区双屿街道凌云
小区王大爷的感叹，也是很多小区居民
的真实心声。

凌云小区，是有着近30年“高龄”的
老小区。两年前，小区大部分外墙墙皮
斑驳脱落，墙面空鼓严重，而且路面坑坑
洼洼；如今，居民楼重新粉刷，路面硬化
改造，休闲长廊重新修建，“空中飞线”等
顽疾得以根治，小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从老小区着手，将“改”字进行到
底。这一场景，正是温州聚力文明创建
的生动缩影。

创建文明城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
重要载体，也是提升城市魅力和综合竞
争力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随着温州持
续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城市面貌不断焕
新。但随着创建的深入，碰到的往往都
是具有复杂性、典型性和顽固性的“硬骨
头”。为此，温州冲着问题去，走进矛盾
中，针对重点难点实施六督四查、温州
1161文明共创机制、流动红黄旗评比等
长效机制，打破壁垒形成合力，推动“市
域”与“全域”同步提升。

去年以来，温州以一月一主题的方
式开展文明创建清零行动，全年“扫街
式”推进交通不文明整治，礼让斑马线率
达 93.9%，共享单车定点还车率从 78%
提升至96%；

持续净化城市“天际线”，清理空中
“蜘蛛网”300多万米；

针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开展“祛
疤栽花”行动，播种草花、补植地被63万
平方米，整治环境疤点 400 余处，实现

“疤点”变“亮点”。
今年，温州提出实施“迎园博 讲文

明 强品质”三年行动，其中“强品质”，就
是要在精细上持续做文章。通过高效能
管理，下足绣花功夫，从治理背街小巷等
关键小事抓起，将精细化、精致化、精准
化管理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全力
推进文明城市建设总体跃升。

“原来一条小小的丝带也能变得这
么有气质，真开心！”近日，温州市民潘女
士在“行走的礼仪学院”培训后，美滋滋
地摆了个优雅的自拍Pose。

“行走的礼仪学院”，正是温州最近
大力推广的文明实践服务项目，通过礼
仪文化宣教、礼仪文化培训等活动，营造

“懂礼、知礼、用礼、尚礼”的社会氛围。
一城之美，始于颜值、终于内涵。温

州围绕“浙风十礼”“做文明有礼温州人”
等素养系列行动，精心设计“聚人气”的文
明实践活动，让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活”起来，为居民幸福生活“加码”。如推
出鼓词宣讲、方言宣讲、文艺宣讲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理论宣讲模式，让党的理论宣
讲“听得进”；孵化特色品牌项目，形成鹿
城文明微管家、乐清清善集市等一批群众
随手可参与的实践项目；开展中老年旗袍
队、象棋队、吟唱队等生活类服务，成为市
民日常打卡必备；组织“行走的礼仪学
院”、瓯剧下乡、科普列车等项目83个，下
乡服务山区百姓等。

如今的温州城，“颜值”“气质”双提
升，给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和变化。

深化“千万工程”
乡风文明示范

青山绿水间，鸟飞虫鸣；沙滩海岸
边，凉风习习。

初夏时节，行走在温州大地，山、江、
海相融，广袤乡村处处皆风景，“诗和远
方”就在百姓家门口。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是如何
点亮乡村的？温州在“千万工程”中找准
了方向、找到了答案。

从挖掘乡村文化，到传承乡风文明，
自2003年浙江实施“千万工程”以来，温
州乡村实现了历史性变化，不断引导广
大村民摒弃陈规陋习，涵养文明乡风，实
现从“环境美”到“心灵美”的“身有所栖、
心有所寄”。

“满眼皆美景，抬头见文明。”这是近
日平阳县鸣山村给人的直观感受。黑瓦
白墙、水车喷泉映入眼帘；百年古榕树
下，鼓词声抑扬顿挫；临水的路边商铺满
街，由老屋改造而成的文化礼堂、新时代
文明实践婚礼基地，以及陶艺、蛋画等非
遗文化工作室分布其间⋯⋯

20 年前的鸣山村却是另一副模样：
垃圾乱堆、污水横流，一派破败古村的景
象。“以前是抱着金碗要饭，没把生态和
人文资源利用起来。”鸣山村委会成员洪

佩佩感受颇深：多亏“千万工程”持续推
进，通过以全国文明村创建为抓手，环境
实现大变样，乡风文明也焕发出了无限
生机与活力。

鸣山村华丽转身的故事，是“千万工
程”推进中温州乡村蝶变的缩影。温州
从整脏治乱、改善环境入手，借助文明村
镇创建、小城镇文明行动等工作，乡村

“颜值”得到极大提升，如瑞安市曹村镇、
永嘉县岩头镇等已成为游客纷至沓来的
打卡地，温州市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创成
率已达95.76%。

塑 形 更 要 铸 魂 。 温 州 广 泛 开 展
“浙风十礼”、文明好习惯养成等宣传，
以文化人，涵养农民素质。特别是温
州于 2016 年被中央文明办列为全国
移风易俗工作试点城市以来，深入实
施移风易俗“六大行动”，引导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 27 万多起，减轻资金负
担约 240 多亿元，被群众称为减负工
程、民心工程。

“点”上出彩，更要“线”上成景、“面”
上开花，尤其温州山区县多、村庄分布分
散、基础设施落后、人员力量薄弱等问
题，仍是制约乡风文明的主要因素。

今年起，温州以乡风文明示范带为
突破口，深挖广大乡村蕴含的宋韵文化、
耕读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等多元文
化要素，将区域相近、民风相通、文化相
融的文明村镇串珠成链、连点成面。按
照“红、绿、蓝、金、古”五大色系主题，打
造一批具有乡土气息、瓯越风味的乡风
文明示范带。

如平阳县凤卧镇各村整合省一大会
址、“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司令部”旧址等
资源，打造“红色”主题乡风文明示范带；
洞头围绕海上花园、最美海岛，推出“文
明旅游+诚信经营”示范带的蓝色主题
乡风文明示范带。还有一盘菜（瓯菜）、
一条鱼（大黄鱼）、一根草（铁皮石斛）、一
杯奶（一鸣奶业）、一个果（瓯柑、杨梅
等）、一片叶（温州早茶）等“六个一”特色
金色产业致富示范带等。

“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温州市文明
办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引领乡村片区
化组团式发展，“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
乡共建”，努力走出一条城乡精神文明建
设融合发展新路子。

文明城市气自华
崇德向善已成风

江南文化博大精深、意蕴丰厚，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中熔铸出以德为尚的重要
特质。

有道是“温多士，为东南最”。永嘉
学派注重“义利并举”，主张“结民心”“宽
民力”“救民穷”。

基于创业成事、事功善德的基因，温
州人不仅敢闯敢试、商行天下，而且富而
好礼、善行天下，在这片经济富裕、文化
繁荣的沃土上孕育“最美”群像。

5月10日，第七届瑞安慈善大会上，
一位衣着朴素的男士走进会场，在人群中
毫不起眼。人们不知道的是，两年多前，
他携夫人潘美莲以夫妻俩共同的名义捐
赠达千万元之巨，创瑞安个人慈善捐款最
大数额。他就是创建飞云义渡、德象女校
的近代慈善家吴之翰的嫡孙吴卓进。

当地龙头企业华峰集团设立“华峰
诚志助学基金”至今已有 17 年，累计资

助1787个学生走入大学
校 门 ，共 发 放 爱 心 款
916 万余元。曾受助
的大学毕业生谢玉
俊 ，先 后 3 次 向

“华峰诚志助学
基 金 ”回 捐 万
元 爱 心 款 ，如
今成为华峰集
团的一名生产班
长。

一 花 开 来 百 花
香。这些令人高山仰
止的善举，在温州大地
上不断涌现。这背后，离不
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多年
来，温州通过建立健全褒奖
机制，让德者受尊、德者有得——

相继出台《温州市道德模范管理办
法》《温州市见义勇为人员保障和奖励实
施办法》，帮扶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连续 19 年举办“感动温州十大人
物”评选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道德模
范”评选活动，每月开展“温州好人”寻访
工作；

设立全省首家“最美”公益基金“最
美温州人”公益基金，全国首创“最美温
州人”道德信贷；

制定下发《温州市志愿者礼遇办法
(试行)》，从政治、文化、生活等 4 个礼遇
方面对志愿者落实19条激励措施⋯⋯

此外，温州还在全域范围内常态化
开展各类好人“走进”系列活动，推动全
社会道德实践养成，让“好人现象”蔚然
成风。

截至去年12月，温州已培育县级及
以上各类道德典型16188人，其中“全国
道德模范”及提名奖10人，“浙江省道德

模范”及提名奖18人。
微 光 成 炬 ，向 光

而 行 。 据“ 志 愿 浙
江 ”平 台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今 年 3
月 ，温 州 已 累
计入驻志愿服
务团队 16767

支 ，注 册 志 愿
者 282.1 万 人 。

随着志愿者队伍
不断发展壮大，志愿

服务领域也在逐步拓
宽。

如今，“好人现象”正
走出温州，向长三角地区及
更远处传递——

隐善 15 年的“兰小草”善行传奇被
搬上银幕，在全国公映。

坚持施粥50多年的红日亭，带动了
温州“伏茶现象”向外输出。2017年起，
杭州市温州商会携同众多爱心人士每年
坚持在三伏天摆设伏茶摊，为杭城劳碌
奔波的人们提供免费伏茶。

“明眸工程”、“世界温州人微笑联
盟”“大拇指工程”“川藏青健康光明工
程”“肤生工程”等项目，惠及全国各地，
拓宽了温州慈善的路径。

此外，商行天下的世界温州人，以多
样化创新抱团式的善行，足迹遍布全
球。疫情期间，海外温州人昼夜不停上
演全球爱心大接力，他们驱车跨国采购
并包机将抗疫物资运回温州，一张手绘
的世界温州人战疫“爱心地图”，还被中
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点滴细节之间，文明新风在温州见
微知著，“润物细无声”地提升着这座城
市的文明气质。

文明实践活动成为温文明实践活动成为温
州城市风景州城市风景

温州通过文明创建助推城市蝶变

温温州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