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旅游

春运期间，客流量增大，此时的
汽车站不仅是城市重要的交通枢
纽，也是展现一座城市文明形象的
窗口，每一位出行的旅客都是文明
的参与者。春节期间的银川汽车站
内，大部分旅客都能做到文明出行，
但站前广场上，一些不文明行为依
然时有发生。

在银川汽车站站前广场，记者
看到，尽管广场设有多个垃圾桶，
但仍有部分旅客乱扔烟头、食品
袋等垃圾，各类杂物与积雪掺杂，
有损车站环境。此外，广场上有

不少地砖出现破裂缺损的情况，
影响携带行李箱的旅客通过。一
些电动三轮车、老年代步车随意
停靠，占用车道，这些不文明行为
都对车站的整体形象造成了不良
影响。

银川汽车站客运运调科科长李
小姣表示，为了营造文明出行的氛
围，汽车站将积极改善车站环境，设
置文明引导员及志愿者岗位制止不
文明行为，并向旅客普及文明乘车
知识，倡导文明出行理念，让文明出
行蔚然成风。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春节假期，镇北堡西部影城吸
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景区内外
一片热闹景象。然而，在这欢乐祥
和的节日氛围中，一些不文明旅游
行为却频频出现，不仅破坏了景区
的环境与秩序，也影响了其他游客
游玩。

记者在景区内走访时发现，
纸屑、烟头等垃圾被部分游客随
意丢弃在地面中，尽管景区每隔
一段距离就设有垃圾桶、果皮
箱，甚至还贴心地设置了灭烟
筒，但仍有不少游客视而不见，吸
完烟后随手将烟头一丢。这些不
文明行为不仅破坏了景区的环境
卫生和景观风貌，也给其他游客
带来了困扰。一位来自重庆的游
客李先生无奈地表示：“这里的风

景很美，我很喜欢，但是看到这些
不文明的行为，真的很影响心
情。大家出来游玩，都应该自觉
遵守规则，爱护环境，这样才能
让每个人都有一个愉快的旅行
体验。”

对于景区内的不文明行为，镇
北堡西部影城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景区一直以来都在通过多种
方式倡导文明出游，不仅在景区
内设置了大量的文明旅游提示
牌，还增加了志愿服务站和志愿
者，加大了对景区的巡园力度，及
时劝导和制止不文明行为。景区
营销部经理李芃表示：“希望通过
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游客意
识到文明旅游的重要性，共同维
护好景区的环境。”

带着文明去旅游
为新年添彩
本报记者钟晓敏王昊辰

过年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刻，也是出游的
好时机，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游玩，景区采取了多种措施倡导文明
旅游，市民群众也自觉遵守景区各项规定，共
同维护旅游环境。

记者在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内看到，这里
有演艺，有美食，还有花灯，过年的氛围很浓厚。
景区内的积雪被清理至路边，路面畅通。随处
可见文明旅游提示标语。路边设置有多个垃圾
桶，并且还有垃圾分类提示标语，有工作人员不
间断地巡视，及时清理垃圾。景区内设置有精
美的花灯，大家在与花灯合影留念的同时，主动
遵守出游秩序，维护公共设施，让美景更美。

文明出游享乐趣
本报记者滕戈张可

春节期间，漫葡·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
镇作为热门打卡地，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感
受年味、体验传统文化。在这里，文明旅游成
为了一道独特且亮丽的风景线，让游客们在
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尽情享受美好假期时光。

随着夜幕降临，漫葡·看见贺兰沉浸式演
艺小镇热闹非凡，游客们络绎不绝。为保障
游客良好的游览体验，景区内文明引导员以
及志愿者随处可见，为游客指引路线、介绍演
出，一旦发现有游客存在诸如乱丢垃圾不文
明行为，他们会及时上前劝导。

与此同时，景区还在游客服务中心贴心地
提供自助轮椅和手推车，方便老人、儿童以及行
动不便者出行。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举措，不
仅彰显了景区的人文关怀，也营造出文明有序
的旅游氛围，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文明的滋养
下，尽情享受春节出游的乐趣。

长途出行 莫让这些行为丢了文明
本报记者刘昭羽李博豪

游览景区 莫让不文明行为“煞”了风景
本报记者张梦婷牛云铭

建设诚信银川

做品质涮肉
用诚信服务赢得顾客口碑

本报记者刘懿薰杨小龙

位于金凤区烟墩巷的印巷
里京味涮肉店是去年 9 月份开
始营业的，门店负责人一直秉
承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理念，
很快获得诸多新老顾客、街坊
邻里的好口碑。在金凤区长城
中路街道香溪美地社区组织开
展的商户评选中，印巷里京味
涮肉店被评为了“诚信经营示
范店”。

涮肉店负责人马磊告诉记
者，当饭店老板，也算实现了他自
己的一个人生梦想，“我的经营理
念就是，实实在在做事，踏踏实实
做人。用真材实料，做好味道。”

“老北京涮肉，讲究好羊肉，
清水涮。肉如果有异味、杂味，用
清水一涮，是能吃出来的。所以，
好品质的肉，也能吃出来。”一说
到店内招牌涮肉，马磊拿出了几
块肉卷指着上面的标识说道，“店

里主要用的就是盐池滩羊肉。我
们店的每一款肉，都有滩羊的原
产地标。”

“这家店在明码标价方面做
得特别好，肉品还会备注重量，餐
具、纸巾都是免费的，让人消费得
明明白白，很放心。”顾客王女士
告诉记者，“我基本上每周都要来
吃一次，也推荐给了身边很多朋
友。他们来吃了，也感觉味道不
错，菜品新鲜，分量也足。”

“这次获评‘诚信经营示范
店’，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作为
一个从外地来到银川定居的人，
如今得到了顾客们的认可，街坊
邻居的认可，社区的认可，感到十
分高兴，对未来的经营也更有信
心了。”谈及接下来的发展，马磊
说，会更加认真地把控食材来源，
保障食品质量，以优质服务让每
一位顾客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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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评议会弘扬文明新风
本报记者肖梦琪

近日，兴庆区掌政镇五渡桥
村开展道德评议活动，评选身边
的好人好事，00后村民崔睿获得
了一致好评。

两年前，崔睿的母亲突发疾
病，村里得知她家日子过得拮据，
号召村队干部和党员群众爱心义
捐为她母亲治病，虽然手术成功
了，但是她的母亲也处于半瘫痪
状态，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顾。
于是崔睿自学按摩手法，每天定
时给母亲按摩，每两个小时帮母
亲翻身，有时母亲情绪不好，她便

会陪着聊天，在她的精心照料下，
崔睿母亲能自主做一些动作了。

“小崔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举动让
人佩服。”“是啊，我们要引导大家
学习身边的道德榜样和好人好
事。”……商议过后，村里决定春
节前对崔睿进行表彰奖励。

近年来，五渡桥村持续开展
移风易俗系列活动，以道德评议
会为抓手，选树身边好人，大力弘
扬“孝、善、美”，在潜移默化中用
先进典型影响带动更多人讲文
明、树新风。

移风易俗

1月 16日下午，银川市民政
局、宁夏慈善总会、银川市慈善总
会在银川市金凤区联合开展“善
行宁夏 暖冬塞上”慈善帮扶特殊
困难群众温暖过冬慰问活动，积
极链接慈善资源，为三区困境儿
童和高龄、空巢、退役困难老人以
及照护重大疾病患者和重度残疾
人的低保老人等705户困难群众
发放米面油、学习礼包等慰问品，
汇聚爱心力量，为困难群体送去
关心关爱。

据了解，2024 年，银川市慈
善总会累计接收社会捐赠款物
647.67 万元，其中，爱心善款

337.85 万 元 ，爱 心 物 资 价 值
309.82万元。在教育扶贫、医疗
救助和弱势群体帮扶等领域开
展慈善项目和送温暖活动30余
个（次），累计支出款物共计
538.06 万元，惠及困难人群3万
余人。

“谢谢你们的帮助，不然我面
对这种情况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月21日下午，贺兰县民政局工
作人员联合贺兰工业园区负责人
看望回访临时受困人员李某，送
去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并叮嘱他
注意防寒保暖，让他在寒冬中感
受到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贺兰县

民政局坚持循环式对大街小巷、
广场、公园、桥梁涵洞、菜市场、在
建工地等流浪乞讨人员易出现区
域进行街面巡查和现场救助服
务，坚持做到“发现一个、劝导一
个、救助一个”，让辖区流浪乞讨
受助人员温暖过春节。

据了解，银川市将聚焦分层
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进一步
深化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帮扶工
作，积极探索更加丰富多元的帮
扶项目，着力把党和政府对困难
群众的关心关爱转化为群众身边
可感可及、高效便捷的社会救助
服务。

保障兜 底

汇聚爱心力量 关心关爱困难群体

“低保已经申请上了，你要
抓紧时间去看病啊。”近日，灵武
市民政局联合城区街道办为一
名突发严重疾病的群众开通绿
色通道。市民马某居住在灵武
市灵州华府小区，前不久病情忽
然恶化被送进医院。但其家中
经济困难且无人照料，民政部门
了解情况后，联系城区街道办工
作人员主动到医院为其申请办
理了低保，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后
期看病花费大的问题，同时给予
12000元的临时救助，让马某深

受感动。
永宁县民政局持续推动社

会救助理念从被动救助向主动
救助转变，通过网格员、核查员
入户摸排，及时了解、掌握、核
实群众遭遇的突发事件、意外事
故、患重病等特殊情况，工作人
员进村入户“多问一句话”，对
符合政策的群众及时主动给予
政策帮助，做到早发现、早救
助。2024年，永宁县为全县514
户困难群众发放临时救助金
200.76万元。

银川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为保障困难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入冬以来，市民政
局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核拨中
央和自治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金 2.2 亿元，确保按月及时发放
各类救助补助金。1 月份发放
低保金 2114 万元，共保障城乡
低保对象 2.63 万户 4.01 万人，
发放临时救助金 110 万元。春
节前，2月份城乡低保金也提前
发放到位，保障困难群众安心
过节。

过节幸 福
春节前发放低保金2114万元、临时救助金110万元

王玲莉家庭

奏响生活乐章 谱写幸福人生
本报记者兰菁吕晓东

“笑一笑就灿烂，唱一句歌
就舒展，收集一点一滴小美满，
都是幸福的花样。”伴随着银川
市 2025 年第一场雪，王玲莉和
孙旭夫妇也迎来了2025年首场
家庭音乐会。在孙旭的钢琴伴
奏中，王玲莉和两个儿子合唱
《小美满》。身旁的姥姥虽然患
有听障，却也能跟着节奏左右
摇摆。

同为人民教师，王玲莉和孙
旭因工作结缘，他们一个爱音乐、
一个喜诗文，经过无数次心灵碰
撞，结为生活伴侣，拥有了两个可
爱的儿子。

夫妻俩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达成一致，追求轻松诙谐的家庭
氛围，尊重孩童秉性，孩子们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你看我们家客厅，一整面
墙都是书房，这是老公知道我

爱看书，专门为我设计的。”王
玲莉满面笑意。一旁的孙旭指
着钢琴说：“这样我弹琴的时
候，她就能在我旁边看自己想
看的书。”

按照他们的设计，面积不算
很大的客厅里满是温馨。“一个家
庭的意义是海纳百川。我岳母失
聪，但是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
帮手。所以这一生我都会带着她
和我们一起生活。”孙旭强调。

对于孩子来说，言传身教就
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在爸爸的
影响下，已经上小学的孙景浩
是姥姥最得力的帮手，而爸爸
妈妈的精心培养，也让喜爱声
乐的孙景浩多次站上了国内各
大舞台，颇有一番“歌唱艺术
家”的派头。

2023年，王玲莉一家荣获银
川市文明家庭称号。

文明家庭

“家里可暖和了，一点都不冷。”
在灵武市城区街道东盛街社区灵州
花园小区，49岁的城市低保对象杨
学花坐在床边笑着对民政慰问组工
作人员说道。2024年11月，她家领
到了采暖补贴1300元，及时缴纳了
采暖费，屋里很暖和。春节前，杨学
花全家不但提前收到2月份低保金
1829元，还收到灵武市民政局发放
的800元春节慰问金。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的基本
生活和衣食冷暖。银川市自2008
年起对市辖三区城乡低保、农村散
居特困人员、城乡低保边缘家庭等
经济困难家庭实施采暖补贴和采暖
费减免政策，2024年全市发放采暖
补贴1395万元，惠及困难群众4.6
万人。

过冬温 暖
2024年发放1395万元采

暖补贴，惠及困难群众4.6万人

“春节送温暖，一个困
难群众都不能落下！”连
日来，银川市各级民政部
门聚焦困难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采取精准落实政
策、走访慰问、慈善链接
等有力措施，保障2025
年春节期间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让困难群

众安全过冬，温
暖过节。

信息无障碍建设
助力老人智享银龄生活

本报记者闫茜
近期，一场让老年人“智”享

生活的特殊补习班在金凤区贺
兰山中路街道阅海万家社区开
课。“清理垃圾文件、播放音乐、
播放视频，这些简单的手机操
作，困扰我很久了，这次我一次
性全都学会了。”社区居民王淑
华告诉记者。志愿者使用PPT，
分步骤为老年人详细讲解智能
手机软件的使用方法，让不少老
年人称赞。

此外，位于兴庆区大新镇的
湖韵社区，一场“情景式”操作培
训，也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
沟”，帮助老年人群在信息化发
展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请叔叔阿姨跟着我们
一起操作，学习在手机上预约挂
号的方法。”兴庆区大新镇湖韵
社区党支部书记牛婷在台上教得
仔细，台下老年人学得认真。就
医挂号、微信语音聊天、视频拍
摄软件使用等内容被老年人们

“一网打尽”。
银川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银川市以推动信息无障
碍建设为契机，不断深入社区，根
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
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互联网和智
能技术的困难，让老年人享受智
慧生活的便利。

我市多举措织密民生我市多举措织密民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徐碧颖徐碧颖

保障网保障网

破损路面对旅客出行造成不便。
本报记者刘昭羽摄

景区垃圾桶上随意丢弃的垃圾。
本报记者张梦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