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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 记 者 杨艳玲
通讯员 阿杨佳 李冠华

千年大理，文脉隽永；文明长治，礼
韵悠长。赓续千年的文明脉络在“有风
的大理”开枝散叶，乘风破万里。近年
来，大理州打好主动仗、唱响正气歌、凝
聚正能量，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
践、文明创建，成果之光喷薄而出，汇聚
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神文明
洪流，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理新篇章
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培根铸魂，深植文明培育
“源动力”

2024年春节期间，网友发布了一段
短视频，她和家人自驾前往大理洱海边
想环湖游览，但道路因施工无法通行，
网友便向几名小朋友求助，其中一位小
男孩说“我带你们去吧”，说完飞快地跑
回家骑上自行车，带着网友到了洱海
边，网友想感谢时，“小孩哥”已离开。

“小孩哥”的事迹被《人民日报》微信公
众号等媒体报道后，获得数十万网友点
赞。一个社会的精神力量，往往蕴藏在
微小的细节之中，这也是我州精神文明
建设从娃娃抓起见成效的一个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新年贺词
中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
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
量之源。”文化自信所焕发的熠熠光芒，
照亮了大理高质量发展之路。我州始
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立精神支柱、树价值标杆、育时代新人，
打造具有大理高辨识度的精神文明建
设品牌，让新时代文明新风吹遍大理每

个角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源源不断
的精神力量。

大理的历史之美、自然之美、人文
之美、风情之美通过一个个党的创新理
论宣传宣讲、全民阅读、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等主题活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抬头可望、驻足可观、侧耳可
听”。2024 年，我州开展“道德讲堂”进
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等道德实
践活动 100 多场次；杨惠瑗家庭荣获云
南省“书香家庭”，崔思敏荣获云南省

“最美阅读者”，李存德、杨人和荣获云
南省“最美阅读推广人”，时代新风浸润
人心，吹拂着白州大地，传播着文明，温
暖着人心。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温暖一
座城。大理州坚持外在颜值塑形、内在
气质铸魂，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新时代好少年”等选树推荐活动，在
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
的生动局面。今年以来，李桂科、李伯藩、
杨云焱入选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
人；于应香、杨云焱、茶应明、李玉华荣登

“中国好人榜”；李春喜、龙进品、秦良臣
入选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
人；阿本枝、李登香、金可默、龙进品、
杨元松入选“云南好人”；毕鹏菲入选
2024 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苏焕、
段施羽入选2024年“新时代云南好少年”。

大理州充分发挥榜样风向标作用，
成立李桂科、李伯藩、李春喜等先进事
迹报告团，宣讲先进事迹近200场次；开
展学习“身边的榜样”文明实践500余场
次，在各大媒体平台推出“时代楷模”

“云岭楷模”主题短视频 480 余条，利用
户外大屏展播主题视频1260余次，让善

美之风拂遍城市乡村的每个角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关乎国家

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我州以
“我们的节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深
入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童心向
党”“行走的思政课”“学雷锋”志愿服务
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5000多场次、90万
余人次。其中，“行走的思政课”入选首
批“云岭思政教育品牌”。启动“诗歌与
少年成长计划”，举办 2024 大理诗歌季

“诗歌与少年”系列活动。指导推进全
州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站）建
设，目前州级中心及12个县（市）站点已
挂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活动进校
园 50余场次。争取项目运转资金 222.5
万元，确保 118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正常
运转，越来越多的文明剪影正在这里连
点成片。

春风化雨，齐铸文明实践
“感召力”

“文艺是服务人民的，本次音乐会
我们还复原了唐代的烧尾宴，从视觉、
听觉、味觉都能让人梦回那个朝代。通
过沉浸式体验，潜移默化地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浸润到儿童和群众的心灵。”
中央音乐学院文艺宣讲师陶冶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沉浸式文明实践暨文艺
宣讲活动结束时表示。

大理州以“美育”为切入点，着力打
通文艺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组
织开展了“着汉家衣裳 时空的对话”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浸式文明实践暨文
艺宣讲活动，活动受到《人民日报》、央
视、新华网等媒体广泛关注，相关报道
阅读总量5000多万次。“苍洱之音”大理

州沉浸式志愿服务项目，入选2024年云
南省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项目。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
哪里。大理州立足群众精神文明需
要，以沉浸式的文明实践活动，潜移默
化地将文明实践理念渗透进城乡的每
一寸肌理，绘就“以音润心、以美育人”
的文明实践新篇章，让精神文明之花
开遍白州大地。

大理州以中央音乐学院新时代文
明实践基地落地大理为契机，以音乐为
媒介，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
动，为宣传宣讲好党的创新理论、传承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出大理样
本。从 2023年 10月至今，开展“艺术点
亮人生”高雅艺术进校园美育系列讲座
12次，5600人参与；开展声乐人才培优6
期；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宣讲20多场次；组
建多个由少数民族和汉族组成的彩云童
声合唱团，2024年5月，合唱团赴京参加

“第六届中央音乐学院5·23音乐节——
‘给孩子们的歌’六一专场音乐会”，成功
演唱了由中央音乐学院为孩子们创作的
新歌《嘻哆哩哩》和白族语版歌曲《向云
端》。《上春山》以及“诗经里的中国”诵
读演唱活动刷屏各级媒体。

大理州充分发挥文明实践聚合效
应，做好“融合”文章。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为阵地，以志愿服务活动
为载体，谱写新时代文明实践乐章。目
前，全州共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2
个、文明实践所112个、文明实践站1160
个、文明实践点3470个，实现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全覆盖。2024年，深
入基层一线广泛开展宣讲720场次，受益
群众 36.8 万多人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3000多场次。

美美与共，激发文明创建
“向心力”

一座城市的昂扬前行，离不开强大
的精神支撑，离不开丰润的道德滋养。
大理州通过补“短板”、提“颜值”、增“内
涵”，不断刷新城市温暖底色，文明的

“磁场”悄然改变着市民的精气神，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美与共”生活的向往。

近年来，大理州深入贯彻落实“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
展理念，文明城市创建迈上新台阶。开
展对大理市、剑川县创建第七届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的业务培训10期，参训人数
4000多人次。宾川县、弥渡县、巍山县、
永平县、洱源县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云
南省级文明城市。目前，全州共有全国
文明村镇15个；省级文明村镇80个；州级
文明村镇119个；县级文明村镇753个。

大理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旅人，整洁干净的
农贸市场更是吸引游客和明星打卡的
地方，在大理，有一种旅行体验，叫“我
在大理逛菜场”。行走在大理的中心城
区，一步一景都令人感受到，文明基因
正逐步嵌入城市的肌理，提升着城市的
颜值和气质。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大理
实现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和市民文明素
质的综合提升，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百姓
不再是一句空话，是无数“老破小”小区
摇身一变成为市民点赞的风景线，是幸
福食堂里香气四溢的饭菜……目前，全
州共有全国文明单位15个，省州级文明
单位 539 个；全国文明家庭 3 户，省州级
文明家庭 165 户；全国文明校园 4 所，省

州级文明校园91所。
桑岭村是剑川县千年古村之一，与

古村一起出名的还有桑岭村回族群众
新人结婚只收 36 元的“小彩礼”。大理
州积极组织开展“抵制高额彩礼 倡导
文明婚俗”主题实践活动，推广36元“小
彩礼”经验，推选 25 篇村规民约参加第
二届云南省最美村规评选活动，全面引
导农村移风易俗，净化乡风民风，为建
设美丽乡村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子女拒绝赡养老人该怎么办？老
年人遭遇高价保健品诈骗怎么办？一
起来听听小崔怎么说……”大理州原创
的 18 期《大喇叭小崔说》音频和动漫视
频节目推出后深受群众喜爱，成为大理
州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的一大
亮点。针对不同群体，大理州采用大本
曲、白曲等说唱方式，向社会广泛倡议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尚，在广播、电视、
报纸上开设《文明新风拂白州》专栏，以
不拘一格的宣传方式潜移默化地把文
明的种子撒播在白州大地上。

近年来，大理州充分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点的作用，不断激
发文明新活力。广泛开展“五个普及进
万家，传递社会正能量”主题文明实践
活动约 1.8万场次，让厚养薄葬、勤俭节
约、家庭和睦、邻里守望的文明新风尚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在精神
文明力量的滋养下，“文明”的花朵已盛
开在大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礼”的
种子深深扎根在群众的心田，大理正以
崭新的姿态拥抱更加文明幸福的未来，
奏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
最强音。

洱源凤羽，一个传说中“凤凰飞过
落下羽毛”的地方，是徐霞客眼中洱海
源头的“桃花源”，也是“小而美、远而
净、乡而洋”的乡村振兴样板。

可谁能想到，9 年前的凤羽还是臭
气熏天、谁提都摇头的贫困村。

这个大变化里，就有李春喜的功劳。
畜禽粪便收集工作是地处洱海源

头的凤羽镇保护洱海的重要措施之一。
2016 年，顺丰洱海环保股份大理

洱海生物肥业有限公司凤羽畜禽粪便
收集站成立。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李春喜
主动报名。收一吨牛粪再运到收集站，
可以换80元。两个儿子都在读书，家里
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

抱着减轻家里经济压力的想法，身
材瘦小的李春喜成为了站里唯一的女
性收集员，负责凤羽镇上寺村 126 户农
户，约 152 头猪、506 头牛羊每日产生的
粪便收集及养殖户环境卫生监管工作。

李春喜一开始把工作想简单了，牛
每天要吃要拉，人就一天也歇不了。戴
多少层口罩，感觉鼻子里也全是牛屎
味，闻什么都是臭的。

无论烈日当空，还是刮风下雨，
李春喜都要去村民家清理牛粪，再用扁
担挑起两个粪桶，一桶一桶地搬运到三
轮车上，装满后运往收集站，一天来回
数趟。一桶牛粪约有三四十斤重，她每
天需要肩挑手提200多桶。

和身体的辛劳相比，李春喜最在意
的还是村民的态度。一次李春喜去村
里做客，虽然已经换上干净衣服，但她
刚坐下，同桌的其他人立马站了起来，

“你身上的味道太难闻了……”留下的
李春喜既尴尬又委屈。不只是村民，家

人也不理解她的工作，一时间，李春喜
也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就在李春喜去辞职的路上，她突然
想到还有几家的牛粪没有拉走。犹豫
片刻后，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穿上工作
服、扛起钉耙，忙碌起来。

李春喜觉得这份工作已经放不下
了，她不想再看到牛粪被冲到河沟里。

9年过去，运送牛粪的三轮车换了一
辆又一辆，村里的环境也越来越干净整
洁，但驾驶三轮车的那个人却始终如一。

变化的不仅是村容村貌，还有村民
们。有人在李春喜上门时，会主动帮忙搭
把手；有人不在家，也会把家门钥匙放心地
交给她；有人在外务工的，会拜托李春喜去
收粪时，顺便帮忙问候家中的老人……

李春喜说：“现在村里人都叫我‘春喜
孃孃’‘好人春喜’，路上遇到还会给我拿点
吃的，心里真太舒服了，就像一家人一样。”

村民的理解和支持，让李春喜有了
坚持的动力。更大的惊喜来自家里。

“妈，今天你好好休息，我来帮你干。”有
一天，放假回家的儿子对正要出门工作
的李春喜说。望着已经长大懂事的儿
子，李春喜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所有的耕耘都会被看见。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职

工”、中国敬业奉献好人候选人、云南敬
业奉献好人、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云
南省绿色家庭、最美苍洱卫士……

摘下帽子、口罩，戴上闪亮的奖章，
站在舞台中央聚光灯下的李春喜，笑容
明媚，她用“一身脏”换得洱海净。

李春喜没想到拉牛粪还能得奖。她
说：“这些奖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的。”

如今的凤羽河波光粼粼、河水潺潺，
美丽的佛堂村每天都迎接着各地的游客。

李春喜又戴上了帽子，拿起钉耙，
骑上了三轮车，只是对于洱海保护，她
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李春喜觉得上寺村跟洱海就像亲
戚一样。如果不及时清理牛粪，下雨时
粪便就会流到洱海里去。现在去看洱
海，它是清秀的，湿地也漂亮了。村民
们都知道，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洱海。她
说：“这份工作的酸甜苦辣我都尝过了，
但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文图由州委文明办提供）

□ 通讯员 李义勇 罗新才 李雪梅

43年如一日坚守山石屏村，为麻风
病患者治病、治心、治贫，把往日的“麻
风院”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幸福村”。如
今，李桂科又有了新目标：把山石屏“幸
福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春节前夕，刚从北京参加全国离退
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归
来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党的二十大代
表、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
李桂科，顾不上休息，便匆匆翻越高耸的
罗坪山赶回了他日夜牵挂的山石屏村。

回到村里夜幕已经降临，李桂科便
匆匆赶到85岁康复老人王应寿的房间，
关心他的病情。李桂科离开山石屏去
北京前，王应寿老人就已病重，在北京的
那几天李桂科心里一直牵挂着老人。一
进村，他就急切地去看望老人，看到老人
无大碍才放下心来。然后又走进其他康
复老人的房间，时不时给老人滴滴眼药
水、盖盖被子、嘘寒问暖，又和其他几个
同志商量临近春节，如何照顾好老人的
生活，让他们度过一个祥和幸福的节
日。做完这些工作，已经接近凌晨十二
点，李桂科才步履蹒跚地走进卧室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李桂科就像个“陀
螺”一般又在村里转个不停。先是察看
改造提升中的麻风历史博物馆和宣教
中心的卫生情况；接着赶往黑潓江边，
检查旅游步道的施工进展；然后走进老
人食堂，看看老人们的午餐准备得如
何……年近七旬的李桂科，走路带风，

鬓边白发下透出细密的汗珠，但他乐此
不疲。因为李桂科早已把麻风病康复
者们当成了自己的家人，把山石屏村当
成了自己一生不离不弃的家园。“应该
说这么多年的相处，我离不开他们，他
们也离不开我，这里已经是我生命的一
部分，这里就是我的家。”

1981年 4月，李桂科第一次走进住
着181名麻风病患者的洱源县炼铁乡山
石屏麻风病院，简陋的垛木房、脏乱不
堪的生存环境，患者嘴歪眼斜、肢体残
缺，有的小腿都已有蛆虫并发出臭味，
他的内心被深深震撼。年轻的李桂科没
有打退堂鼓，他选择留下。“当年李医生
和我们承诺，他说，他来这里就是要把我
们治好，不治好是不会走的。”在这里生
活了近半辈子的麻风病康复老人欧汉妹
回忆起当年的往事禁不住潸然泪下。

李桂科和同事们经过近十年的不
懈努力，到 1990 年，山石屏疗养院的患
者全部得到治愈。在此期间，李桂科发
表学术论文31篇，获得13项科研成果，
洱源县的麻风患病率由 27.3/万降至
0.067/万。山石屏疗养院麻风病患者全
部被治愈后，李桂科没有离开，他继续
走上了漫长的治心、治贫之路。“如果不
能把下一代的教育解决好，这些孩子仍
将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被困在大山里，山
石屏也就永远没有未来。”为改变山石
屏下一代的命运，李桂科办起了学校。
孩子们进入中学，家长行动不便，李桂
科就成为21名孩子的家长，代父母参加
孩子的家长会，从小遭受不少歧视的孩

子们说，“我们也有了靠山”。现在山石
屏村21个学生中已经出了6个大学生、
1个研究生。

2013 年，受洱源“3·03”地震波及，
山石屏疗养院受灾严重，李桂科第一时
间组织开展抗震救灾，带领群众恢复重
建新居。2014 年，新居建成，山石屏疗
养院更名为山石屏村，正式成为炼铁乡
茄叶村委会的一个村民小组，彻底摘掉
了“麻风村”的帽子。4名康复者还积极
入了党，成立了党支部。

2017 年 4 月，李桂科退休了，本该
享享清福的他，却觉得山石屏的康复老
人和村民还离不开他。于是，他向组织
申请继续留在山石屏村。对于李桂科
来说，退休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
始。时至今日，李桂科依然像43年前他
刚刚来到山石屏村为村民们医治麻风
病时一样，与麻风康复者同吃同住同劳
动，帮他们理发、修剪指甲，做康复护
理，甚至为他们安排后事，让他们感受
到家的温暖。山石屏村的康复者中有
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的手指甲很
厚，足底也有厚厚的老茧。李桂科精心
为他们修剪，练就了用咬骨钳剪指甲、
手术刀削硬皮的“绝活”，他还专门为眼
睛坏死的老人准备了眼罩。在李桂科
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这些康复老人在大
山深处生活得很安详、很快乐、很幸
福。曾信开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李医
生不仅治好了她的病，还经常给她滴眼
药水、修指甲做康复治疗，带她到县医
院做白内障手术，像儿女般照顾她。“曾

信开老人临终前，李医生刚好上北京开
会去了。老人一直支撑着，等到李医生
回来，见到李医生最后一面才安然离
世。去世的时候，老人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山石屏村村民小组小组长
杨晓元动情地回忆。

2022 年底，大理州启动了“山石屏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建设工
作。李桂科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中。
在他的设计下，“美好”两个字被巧妙地
融入院落中的花间小径。

如今，43年前李桂科带领山石屏村
康复者一锄一锄挖通的连接山外的3公
里土路，已经铺筑成柏油路。退休后，
他考了驾照，自己驾车往返山石屏村，
至今已有8个年头。

眼下，山石屏大理州党员干部教育
培训现场教学点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中。山石屏村将以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党的二十大代表李桂科同志的先进
事迹为依托，按照“示范全州、影响全省、
辐射全国”的目标，将山石屏村打造成大
理州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同
时，将黑潓江生态文明、炼铁乡茶马古道
和盐马古道的历史文化融入山石屏村旅
游康养产业发展中，让村民融入乡村振
兴的浪潮中。每天，李桂科都忙碌不停，
如今他又有了新的目标：“只要我还能
动、还能走，我定将倾尽全力、奉献所
有。未来，把山石屏建成一个铭党恩、
跟党走的富强村，一个康养、生态旅游
度假村。让村民身体更健康、生活更幸
福、心情更愉悦，让‘幸福村’更加美好。”

乘时代长风 绘文明新篇
——大理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综述

好人李春喜：
9年收集畜禽粪便上万吨

好人李桂科：一生守护 让“幸福村”更加美好

李春喜，大理州洱海生物肥业
有限公司废弃物收集部凤羽收集站
畜禽粪便收集员，9年间收集畜禽粪
便上万吨，宁愿自己“一身脏”也要
换得洱海净。李春喜先后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职工”、
云南好人、最美苍洱卫士等荣誉，并
入选 2024 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
榜”候选人。

20152015年年44月月2525日日，，李桂科为康复者做足底护理李桂科为康复者做足底护理。。（（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将畜禽粪便运到收集站是李春喜日复一日的工作将畜禽粪便运到收集站是李春喜日复一日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