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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的百年流苏
迎来最美花期，千枝万树缀满雪色繁
花，层层叠叠如银丝垂坠，与白墙黛瓦
的民居相映成趣。沿着村口的青石板
路步入桑岭古村，扑面而来的不仅是沁
人心脾的花香，更有一股廉洁清新之
风。这座承载着千年岁月的传统村落，
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廉洁
文化示范点”等诸多荣誉于一身，以清
廉村居建设为抓手，将廉洁文化与乡村
治理、精神文化建设深度融合，绘就了
风清气正、民族交融、和谐共生的美丽
乡村新画卷。

“择偶重品德才能，而非财富门第，
订婚只需糖、茶、一件毛衣和 36元彩礼
金。”这份承载着“三世情缘、六合同心”
美好寓意的婚俗传统在桑岭是典范。
近年来，随着清廉村居建设持续推进，
崇廉尚简的乡风日渐浓厚，桑岭村的群
众纷纷摒弃高价彩礼陋习，主动降低彩

礼标准。
“大前年，女儿结婚的时候我也收

了‘亲家’36元的彩礼金……”桑岭村村
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不无感慨地说：“喊
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数十年来能坚持
36元彩礼，关键是基层党员干部以身作
则，作出表率。”

桑岭村在清廉村居建设中，牢牢抓
住党员干部这一“关键少数”，通过书记
院坝（楼宇）协商会倾听民意，依托“三
会一课”筑牢思想根基，开展廉政警示
教育敲响警钟。一系列举措让桑岭村
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愈发坚定，廉洁之弦
时刻紧绷，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廉动力”。

制度建设是清廉村居建设的钢筋
铁骨。桑岭村将彩礼规范、客事从简等
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制定《桑岭村红白
理事会章程》《桑岭村移风易俗客事从
简规定》等制度，构建起“约定—执行—
监督”的闭环管理体系。同时，创新推
出阳光议事制度，配备专门的阳光议事

室，对重点项目、重要资金等关键事务
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让权力得
以在阳光下运行，乡村治理更加透明科
学，党风政风民风向善向好。

公仪休、包拯、陈云……宣传栏展
示的是一个个廉洁故事。“包拯一生，身
居高位，廉洁无私，痛恨贪官污吏……”
几名刚放学的小学生回家途中被彩色
的宣传展板吸引，驻足、默念。

桑岭村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入户宣
讲、“小喇叭”广播、宣传栏展示、墙体彩
绘、建立廉政类书柜等多元方式，将廉
洁文化知识、廉洁家风故事等内容传递
到村民身边，持续提升村民文明素养，
在全村营造出崇尚勤俭、反对奢靡的浓
厚氛围。

为进一步巩固清廉村居建设成果，
桑岭村以“好家庭”“好儿媳”“好婆婆”

“十星级文明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户”等评选活动为抓手，组建了道德评
议会，设立“红黑榜”制度。由为人正
直、办事公道、威信较高的村组干部、老

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和创业致富带
头人等组成评议会，对孝亲敬老、邻里
和睦、庭院整洁、勤劳致富、带头移风易
俗的典型通过“红榜”进行表彰宣传；对
不赡养老人、庭院环境脏乱差、客事大
操大办、好吃懒做等不良现象用“黑榜”
予以曝光批评，激励村民见贤思齐，自
觉践行廉洁家风与文明乡风，推动全村
形成革除陋习、树立新风的良好风尚。

流苏花影下，桑岭村近期正在举办
的“赏千年流苏 居乡愁桑岭”乡村集市
热闹非凡。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
琳琅满目，精彩的歌舞民俗节目轮番上
演，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穿梭于花影和
集市之间，既沉醉于“四月雪”绝美奇
观，也沉浸式感受清廉村居建设带来的
丰硕成果。

流苏摇雪 廉润桑岭

清廉大理建设

宾川县鸡足山镇萝卜地村掩映在苍翠树林间，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摄于4月27日）
近年来，鸡足山镇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利用良好的生态优势，积极引导寺前村、萝卜地、白草龙等村组群众发展民宿、农家乐、餐饮等旅游业态，让各

地游客感受云岭乡村的生态之美、发展之兴。以鸡足山景区为依托，围绕“山上游，山下居”发展思路，加快山门片区民宿产业快速发展，全镇民宿、酒店、农家乐达127家，其
中，国家丙级民宿2家，纳入等级民宿培育库4家。 ［通讯员 朱晓天 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
恒的是爱国主义。”未成年人是民族复
兴的未来栋梁，其爱国主义教育绝不
能停留在简单的仪式堆砌上，必须在

“细”处深耕。唯有将每个环节落到实
处，才能让爱国主义教育入脑入心，让
爱国情怀真正融入血脉。

细节决定教育实效。作为电视新
闻工作者，笔者在采访拍摄和剪辑素
材时发现学校在开展“行走的思政课”
时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有的学
校组织学生在博物馆参观时，学生们
手持笔记本认真记录文物背后的故
事，眼中满是对文明传承的敬畏；而有

的学校在烈士陵园开展活动时，学生
们嬉笑打闹、鞠躬敷衍，甚至在默哀时
东张西望。这种反差折射出一个现实
问题：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效，往往取决
于细节的打磨。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明确要求，爱国主义教育要“注重落细
落小落实”。规范的礼仪能让爱国主
义具象化，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
悟家国情怀。学校组织学生到烈士陵
园祭扫前，提前告知学生着装要求、队
列规范、默哀礼仪等细节，不仅是对先
烈的尊重，更是通过庄重仪式传递精
神内涵的关键。

精细设计筑牢教育根基。教育实

效的达成，始于精细化的顶层设计。
学校应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系统性教
学计划，从目标设定到流程把控，均需
体现“精准滴灌”理念。开展活动前，
思政课老师要制定包含具体行为规范
的方案，比如，参观博物馆时要求学生
做好“三观察一记录”（观察文物特征、
历史背景、文化价值，记录触动点），引
导学生主动思考；祭扫活动中通过现
场讲述英烈事迹、组织互动问答等方
式，将抽象的爱国精神转化为可感知
的情感共鸣；活动后通过主题征文、演
讲比赛、社会实践等延伸教学，将短期
体验转化为长期认知。推动爱国主义
教育进头脑、入心灵、见行动，延伸教

学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
爱国主义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

未成年人从“知爱国”到“行爱国”，这
需要教育者以“绣花功夫”雕琢每个细
节，才能“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
孩子的心灵深处”。唯有在“细”处深
耕，方能收获“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强
国之志”的教育硕果。

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须在“细”处深耕
□ 李克钊

书香大理·阅享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李加勇）为培育
全民阅读风尚，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月 26 日，弥渡县作家协会在县图书
馆举办世界读书日“读一本好书”分
享活动，协会会员们齐聚一堂，共品
书香。

在图书馆雅致的阅览室内，会员
们围坐交流，畅谈阅读感悟。活动伊
始，弥渡县作协主席石玉分享了杨义龙
记述李桂科事迹的《爱如长风》一书，
引发了热烈讨论。会员们结合当下
热点，深入剖析作品内涵，既有独到
见解，又联系实际，现场气氛活跃。

活动中，会员李泽凭借多年研究
成果，生动讲述了南诏铁柱的历史渊
源和古人智慧；罗春秀深情朗诵了本

土作家杨本山的现代诗《阿尼山，你
是我的情人》，将听众带入诗意的秘
境；皋利民、汪桂菊则以抗战胜利 80
周年为背景，缅怀革命先烈的英勇事
迹；罗艳萍分享了弥渡籍作家毕仕举
的《我的三代军人情结》，讲述了一门
三代从军的感人故事，表达了对军人
的崇高敬意。

此外，会员们还分享了易中天的
《品三国》、安徒生的《丑小鸭》等经典
作品，现场书香弥漫，氛围热烈。

与会会员纷纷表示，将持续开展
读书分享活动，通过阅读优秀作品激
发创作灵感，用笔墨记录时代发展，为
弥渡经济社会高质量赶超发展贡献文
学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杨伟全 文／图）
4月26日，南涧县总工会举办以“玫瑰
书香·阅涧成长”为主题的亲子诵读
活动。本次活动在县新华书店拉开
帷幕，吸引众多女职工及其子女踊跃
参与。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而活跃，孩子
们沉浸在书的海洋中。《大写的中国》

《中华颂》《我不能忘记祖国》点燃家
国情怀；《给星星的家书——以家风
为笔，与星河对话》《少年向上，真善
美伴我行》《三字经》等书的经典片段
传递着家风温暖和传统美德的力量；
参与家庭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剧等形
式演绎《做一只勇敢的兔子》《如果我

有一双翅膀》等经典童书，孩子天真
的提问与家长耐心的解答交织成趣，
现场笑声不断。以书籍为纽带传递
关爱，在阅读分享中绽放灿烂笑容。
女职工们纷纷表示，这样的亲子阅读
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关系，更让孩子
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此次活动是南涧县总工会致力
于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职
工阅读工作向家庭延伸的一次有益探
索。家长和孩子共捧一本书，用声音
传递情感，用朗读分享感悟。以书为
媒，以声传情，不仅让职工家庭在文字
中感受亲情交融的温暖，更让劳动精
神、红色基因在诵读声中悄然生根。

南涧县总工会开展
“玫瑰书香·阅涧成长”女职工亲子诵读活动

弥渡县作家协会举行“读一本好书”分享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丽合 熊志明） 4月
28 日上午，“地震科普 携手同行”主题
活动 2025 年云南省防震减灾科学传播
师培训班在大理开班。

此次培训由云南省地震局主办，
云南省地震应急服务中心承办，中国地
震科学实验场大理中心、大理州地震
局、大理市地震局协办，旨在加强防震
减灾科学传播师队伍建设，提升全省防
震减灾科普宣教专业化水平，高质量开
展中小学生防震减灾宣教工作，助力增
强全社会抵御地震灾害综合能力。

当天，来自全省1216所中小学校的
教师和省地震局地震监测中心站的科
技人员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设有科普讲解方

法与技巧、防震减灾科学知识、地震预
警技术、校园应急演练与预案编制等
课程。培训期间，全体学员还深入大理
市满江小学观摩防震减灾科普公开课、
应急疏散演练、主题班会、科普文艺表
演和作品展示等。

据了解，截至今年，云南省已连续 4
年举办“地震科普 携手同行”主题活
动，全省共有6300余所中小学校开展了
捐赠一套图书、举办一场讲座、举行一
次演练、组织一次主题班会、培养一名
传播师“五个一”系列活动，累计参与师
生超 700 万人次，7000 余名中小学校教
师通过培训取得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
证书，为云南省进一步做好校园防震减
灾科普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全省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培训班在大理开班

职工家庭在进行亲子诵读。（摄于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