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回民区钢铁路街道
办事处咱家社区组织开展了
以视频剪辑为主要内容的公
益培训活动。培训中，志愿者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视频录制
中的运镜技巧，在提升居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的同时，也丰富
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祁晓燕 摄

玩转创意短视频

文明家庭风采

家风，作为家庭文化的核心，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
统美德中的瑰宝。第四届呼和浩特
市文明家庭罗慧家庭，用他们的生活
点滴生动诠释了家风传承与家庭幸
福的真谛。

罗慧在武川县哈乐镇大豆铺卫生
院工作，她的爱人在呼和浩特市锦盛
达方圆学校任教。儿时，罗慧心中最
向往的两个职业便是医生和教师，通
过学习和奋斗，她不仅成为一名医务
工作者，还与从事教师工作的丈夫喜
结连理。他们的生活平淡却充满真
实，虽不富裕却满是幸福。凭借着不
懈地努力，他们在平凡中品味幸福，
在感恩中收获快乐。

罗慧成长于一个有着深厚红色底
蕴的“五好家庭”。她的父亲和弟弟都
是军人，家中那块醒目的“五好文明家
庭”荣誉牌匾，将对幸福家庭的向往深
深植入她的心中。这份家庭传承的信
念，成为她日后生活的指引。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守护是最
温暖的陪伴。婚后，为了更好地照顾
老人，罗慧夫妇毅然从繁华都市回到
家乡武川县。从此，夫妇俩挑起了大

家庭的重担，虽背负债务却从不抱
怨。在照顾家人、努力工作与合理规
划经济的琐碎日常中，他们用坚持诠
释着责任与担当。对父母的陪伴，是
他们生活中最温暖的时光，在平淡中
品味亲情的甘甜，让岁月充满温情。

每年“五一”假期，罗慧的爱人都
会为高三学生开设免费“爱心课堂”
直播课。面对即将来临的高考，他放
弃休息时间，连续授课七八个小时，
常常到深夜才结束，即便嗓子沙哑疼
痛，也从未放弃过。课后，他还通过
微信为学生答疑解惑，尽职尽责。近
3年来，“爱心课堂”累计帮助 70余名
高三学子，授课时长超过 90小时。罗
慧的爱人认为，学生们积极学习的热
情，便是对他付出的最好回报。这种
师者仁心、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教
育的真谛所在。

生活中的罗慧不太擅长烹饪，焖
米饭时不是做成了粥就是变成了锅
巴，但饭端上桌后，爱人并不埋怨，而
是十分满足地说：“换个口感也不错，
辛苦你了。”罗慧在外面受委屈时，回
家迎接她的也是爱人的安慰和关怀；
当矛盾出现时，他们会选择冷静处

理。夫妻之间相互包容、相互支持，
成为家庭和谐的基石。“有理可以走
遍天下，但在家庭中，这个观点是行
不通的。因为，家是讲爱的地方。”罗
慧谈到对家的理解时说。

在家庭教育中，罗慧夫妇坚信，爸
爸爱妈妈是最好的教育。起初，女儿
更依赖妈妈，与爸爸有些疏远。但一
次偶然，爸爸对妈妈的贴心关怀，让女
儿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这让罗慧
夫妇意识到，家庭中爱的氛围对孩子
成长的重要性。随着女儿的成长，他
们在育儿路上不断探索，让孩子在充
满爱的环境中学会尊重和欣赏人与人
之间的差异。可以说，罗慧家庭的家
风故事，是平凡生活中的幸福篇章，也
是文明家风传承的生动例证。

“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就如同一
个生物体上的每个小细胞一样，家庭
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家庭文明状
况不但是社会文明的缩影，而且还可
以影响和改变社会风气，营造社会新
风尚。”罗慧说，她相信只要每个家庭
成员共同努力，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千万个幸福小家庭便能营造一个诚
信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大家庭。

弘扬家庭美德 传承良好家风
——记第四届呼和浩特市文明家庭罗慧家庭

●本报记者 吕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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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河县开展商品过度包装专项检查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为坚决制止
浪费、过度包装等行为，近日，清水河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辖区范围内开展
了商品过度包装专项检查，营造健康
有序的市场环境。

执法人员重点围绕超市、便民
市场等食品经营销售场所，对糕点、
茶叶、乳制品、酒类、礼盒食品等热

销商品的包装层数、包装空隙率、包
装成本、价格等关键指标进行了详
细核查，严格对照国家标准，精准识
别纠正过度包装行为。执法人员还
向经营者发放了《清水河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关于限制过度包装提醒告
诫书》，提醒经营者依法经营，履行
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商品包装国家

标准，引导消费者践行绿色消费理
念，自觉抵制商品过度包装和虚假
宣传行为。

下一步，清水河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建立长效监
管机制，不定期开展“回头看”，严厉打
击过度包装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营造
适度包装、绿色消费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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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城市的精神内核，引领
着城市的发展方向。

走进和林格尔县城关镇，宛如
踏入一幅清新秀丽的画卷中，街道
干净整洁，车辆有序穿梭，这座历史
悠久的县城正以崭新的姿态向着文
明的高峰不断攀登。

凝聚合力，织密城市文明工作
“责任网”

提升城市文明工作水平是一场
全民参与的“大合唱”，唯有上下一心，
方能奏响文明的最强音。和林格尔县
将提升城市文明工作水平摆在突出位
置，作为“一把手”工程全力推进。

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秉持
“一线抓、街巷转、就地管、当场办”
的原则，深入社区基层，倾听群众的
心声，解决群众的难题。小事在网
格内解决，难事由包联社区协调处
理，大事则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决
策，确保问题不过夜，件件有回音。

此外，严格的督导考核机制为提
升城市文明工作保驾护航。“日督查、
周督导、月通报”的制度让问题无处
遁形。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起“五分
钟快速反应”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
了城市管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化、智
能化的转变，城市治理更加精细高
效。

情系民生，绘就幸福“新画卷”
“以前道路坑坑洼洼，晚上出门

都得小心翼翼，现在路修好了，楼道也

干净了，住在这里心情更舒畅了。”城
关镇家属楼小区居民齐厚堂的话，道
出了许多居民的心声。和林格尔县始
终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提升城市文
明工作水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
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针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
管理缺失等问题，为 46个无物业小
区引入专业物业公司，并成立了业
主委员会，让老旧小区重焕生机。
为缓解停车难题，新建 4处停车场，
开放机关单位内部停车位 300 多
个，施划大量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
车位。同时，打通“断头路”、维修
路面、硬化背街小巷、改造地下管
网，使城市交通更加顺畅。

与此同时，大力开展市容市貌、
市场秩序等综合整治行动，对背街小
巷等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治理。清理积
存垃圾，安装路灯，新建改建公共厕
所，改造提升农贸市场，打造便民早
市、夜市，建设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
城市环境更加整洁优美，宜居指数不
断攀升。

通过 12345 热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等平台，广泛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形成“我为群众办实事”清
单，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一
系列惠民举措的实施，切实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民参与，共筑文明“新高地”
和林格尔县通过多渠道、多形式

的宣传，激发群众参与提升城市文
明工作的热情，让文明的种子在每
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利用各种媒体平台推送 1200余
条关于城市文明工作小知识和小视
频，采取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大力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
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主题实践
活动，累计举办各类宣传活动 2600
多场次，培训 1万多人次，逐步提高
群众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支持率。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不断拓
展，309 支志愿队伍、12593 名注册
志愿者活跃在大街小巷，开展文明
劝导、环境整治、关爱帮扶等志愿
服务活动，成为城市文明的流动风
景线。

深入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的评选活动，推选上报各类先进典
型。打造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明
实践项目和文艺作品，《“红”暖桑
榆》文明实践项目品牌获得 2024年
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一等
奖；根据白二爷沙坝治沙真实事件
改编的大型晋剧现代戏《大漠春
归》在内蒙古艺术剧院完成展演；

《盛乐时代》舞台剧获全区第十五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这些举措，为精神文明建设注
入了强大的动力，让文明之花在和
林格尔县绚烂绽放。

（李海珍 韩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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