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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西斜，暑气稍散。一声铜锣开场，
接着二胡、大鼓等乐器奏响，村头顿时热闹
起来。循声望去，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乌
岩头村的文化礼堂内，村民们正在演奏丝
竹锣鼓乐。闲暇时光，除了遛弯、聊天，村
民们有了更丰富的选择。

有滋味的生活，源自浙江对打造精神文
明高地的孜孜以求。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浙江提出：共同富裕既包括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包括文化文明的繁荣兴
盛；既包括物质富裕，也包括精神富有。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精神富有越来越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突出
任务。”浙江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表
示，浙江把文化文明摆在示范区建设的突
出位置，着力打造精神文明高地。

培育“浙江有礼”品牌
从城区向乡村延伸，高水平推进

全域文明创建

谈起“礼让斑马线”，很多人第一印象
是浙江省会杭州做得不错。那么，浙江其
他地方，特别是乡镇地区做得怎样？

义乌市苏溪镇一处“T”形路口，虽未
设置红绿灯，却频繁出现这样的情况：行人
过斑马线时，汽车常提前减速或停下，让行
人先过，而行人也往往加快脚步，减少司机
的等待时间。

“这是浙江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文
明好习惯养成的结果。”苏溪镇党委委员冯
卫义说。

经浙江省交通部门测评，2020年全省
礼让斑马线实现率达96.2%。

浙江还持续培育“聚餐用公筷、排队守
秩序、垃圾要分类、餐饮不浪费”等“浙江有
礼”文明品牌，实施新时代文明生活行动、
诚信建设行动等，力争让每个浙江人都成
为文明代言人。

中午时分，在台州市椒江区三德纺织服
饰有限公司食堂，年长者、孕妇等需照顾者
优先打饭。“大家也习惯了‘吃多少拿多少’，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公司负责人介绍。

生炉、和面、做馅、熬粥……衢州市衢
江区黄坛口乡中心小学门口，毛师花老人
在此经营早餐摊快30年了。一个粽子、一
碗米粥、一杯豆浆，售价均为0.5元。

“不图挣钱，只想让孩子们早上能吃口好
饭。”毛师花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早餐奶
奶”，获评“最美浙江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2020年，浙江成为全国文明城市设区
市全覆盖的省份，精神文明建设进入从城区
向乡村延伸、从局部向全域覆盖的新阶段。
如今，浙江提出高水平推进全域文明创建。
浙江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十四
五”期间，浙江全域文明创建覆盖率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覆盖率都将达100%。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构建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7万个文化礼堂点亮乡村

“当时，子弹‘嗖’的一声从耳朵边飞过
去——”83岁的老战士叶匡其右手一比
划，引来孩子们一阵惊呼。

丽水市庆元县贤良村文化礼堂内，叶
承鑫等6名小学生正在参加“童心向党传
薪火”暑期学习活动，听老战士讲红色故
事。接下来，还有制作红军背包、诵读红色
书籍等活动。

家长胡雅琼介绍：“过去一到暑假，村
里孩子不是去河边玩水，就是玩电子产
品。现在，文化礼堂里有各类活动，暑期生
活精彩多了。”

品戏曲、演节目、听讲座……浙江潜心
“种文化”，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各地整合闲置校舍、旧祠堂等，改建成
文化礼堂，集思想道德建设、文体娱乐、知

识普及于一体。目前，全省已建成农村文
化礼堂1.7万多家，500人以上行政村覆盖
率达到90%。

浙江还大力实施“百城万村文化惠民
工程”，为群众提供丰富、优质的文化服务。

农村里还建有美术馆？
“是的，欢迎来参观！”走进宁波市宁海

县葛家村，村民叶仙绒热情地招呼游客参
观自家的“美术馆”。

一层的房间，展示着一套本地特色的
旧家具、嫁妆；二层展厅是儿孙们创作的国
画、书法和布艺、针织作品等。虽无名家大
作，但也有不少游客前来游览。

旧围墙泼彩成为印象画，柴火房变身咖
啡吧，废毛竹编织成景观……得益于宁海县
实施的“艺术家驻村”行动，10多所高等院校
的艺术家前来开展校地合作，激活一池春
水，挖掘了一批木工、漆艺、竹编等民间人才
参与艺术村打造。目前，葛家村村民建设了
40多个共享空间，创作了300多件艺术品。

在台州市黄岩区，来自上海的朵云书
院成为当下的“网红打卡点”。每天，不少
市民来到这里，伴随着千年流淌的永宁江
水，享受着阅读时光。

“能和知名作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机不可
失。”市民李家齐是书院的“铁杆粉丝”，书院近
期举办的6场活动他一场不落。热爱阅读，尊
崇知识，正成为当地人最“潮”的生活方式。

创新“文化走亲”等文化惠民活动品
牌，开展艺术振兴乡村计划，实施书香浙江
提升行动，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水平……一幅构建高品质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画卷，正在之江大地徐徐铺开。

建设“志愿浙江”平台
通过数字化改革，为群众提供专

业化、高质量的志愿服务

通过数字化改革，浙江推出全省统一

的志愿服务数智系统“志愿浙江”平台，推
动全省志愿服务资源整合、高效协同，志愿
服务工作迈向新阶段。

7月 19日，根据“志愿浙江”平台调
度，国家电网余姚市供电公司党员志愿者
王黎宁，搭乘流动服务车来到大岚镇隐地
龙潭村，为村里的孤寡老人等维修室内线
路、更换电灯……忙碌3小时后，他在“志
愿浙江”平台完成签到。平台显示：王黎宁
的志愿服务荣誉时数达到300小时。

“通过数字赋能，平台可以更精准地对
接群众需求，也让我们参与志愿活动更便
捷、更有序。”王黎宁介绍。

自今年4月上线以来，“志愿浙江”平
台已注册志愿者1700多万人、志愿组织
15.5万个，开展各类志愿服务近10万场。

“我们正持续深化‘志愿浙江’数字场景
建设和应用，打造‘独居老人紧急救助’、‘银
龄跨越数字鸿沟’、‘四点半’课堂等志愿服
务场景，为群众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志愿
服务。”浙江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瞧，点击这个按钮，二维码就出现
啦。”7月20日，湖州市德清县五龙社区，
橙马甲志愿者团队正与社区干部携手，教
社区老年人学用智能手机。

半个小时过去，有的老人学得慢，志愿
者吴殊琳仍在耐心地教，倒让沈小铭老人
有些难为情。

“除了手把手地教，他们还编印了一本
老年人手机APP使用手册，太实用了。”沈
小铭说，“感谢这些志愿者，让我们没落伍，
赶上了潮流。”

开展志愿服务，浙江注重发挥群众积
极性，提高群众参与度。仅在德清县，就活
跃着近14万注册志愿者。除了政府设奖
外，以“百姓设奖、奖励百姓”为形式的“草
根道德奖”已有78个，涵盖孝老爱亲、助人
为乐、环境保护、励志助学等方面，授奖群
众累计超过1万人。 据《人民日报》

浙江着力打造精神文明高地——

既要物质富裕，也要精神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