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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观·

··知行录··

文明创建提升城市品质

成立市民“巡访团” 为文明创建保驾护航

“巡访团成员是文明城市创建先
锋队、示范者、代言人，他们是离群众
最近的人，最了解群众的想法，也最
能带动群众。 ”亳州市文明办志愿服

务科负责人程少华说。为广
泛发动群众参与，亳
州搭建平台邀请百
姓献计献策 、 巡防
“挑刺 ”， 成立市民
“寻访团” 引导群众
共同参与，让群众在

文明创建中唱主角。
5月14日下午， 来自谯城区志愿

者协会、亳州市雷锋车队等志愿服务
组织的志愿者代表从市文明办相关
负责人手中接过“市民巡访团”聘书，
这标志着8个爱心组织的168名志愿
者有了一个新身份———“市民巡访
团”成员。

“市民巡访团”成立后，如何做好
巡访工作？ “市民巡访团”成员可以通
过巡查市区公共环境，劝导巡查中发
现的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乱穿马路、
车辆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引导市
民遵守“亳州文明 20 条”；通过进社
区、进单位走访宣传，切实了解群众
的想法、需求和关心的问题，广泛收
集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发现推荐
好典型、好做法，助力亳州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我们将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志

愿服务， 用我们的一言一行影响身边
人，带动身边人，共同遵守市民文明手
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奉献力量。 ”
巡访团成员徐宏芳说。每到周末，她都
会走上街头，明察暗访，记录身边的不
文明行为和不文明现象，像城市“啄木
鸟”一样为文明创建保驾护航。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全体市民
的事儿， 需要全体市民的共同参与，
人人都是监督员，才能为文明城市保
驾护航。 ”程少华说。文明城市创建要
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最大限度
地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激发
群众参与创建的热情，推动文明创建
从“靠政府”变为“靠大家”，群众行动
从“要我做”变为“我要
做”，形成人人关心、
人人支持、人人参与
的工作格局。

“一键美颜”菜市场
“菜篮子”越拎越称心

“这里变化太大了，以前大家都‘不论
套’，电动车随便停，堵到店门口，连下脚的地
方都没有。”亳州高新区紫苑路菜市场经营户
邵晶说。 6月 4日上午 9点多，一辆辆电动车
整齐地停在线内，保洁人员随时清扫垃圾，菜
市场内外秩序井然……升级改造的紫苑路
菜市场如同“一键美颜”，“有颜有品”焕然一
新，赢得附近市民和经营户纷纷点赞。

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 小小菜
市场蕴含着民生 “大文章”。 “这里菜价便
宜，蔬菜又很新鲜，现在环境更好了，我们
更喜欢到这里来买菜了。”市民王晓雨告诉
记者，以前菜市场东侧的小巷子里，不少水
产商铺把东西摆在店外， 一些水产的内脏
和鳞片就地处理，散发难闻的气味。

紫苑路菜市场的脏乱差， 是一直是市
民投诉的热点。 5 月 6 日，高新区管委会召
开专题工作推进会，邀请城管执法局、经贸
发展局、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辖区伊顿社
区相关负责人， 初步确定了改造提升的方
案。经过专项整治和改造提升，紫苑路菜市
场里里外外都变得干净整洁，市民的“菜篮
子”越拎越称心。

菜市场的升级改造是亳州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一个窗口。 自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以
来，亳州先后出台《亳州市中心城区菜市场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新建和改造
一批农贸市场，取缔魏武农贸市场、新兴路
农贸市场等“骑路”市场，新建标准化农贸市
场 5个，正在实施改造提升农贸市场 5个。

“亳州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城区标
准化农贸市场严重不足，占道经营、出店经
营、流动摊点屡禁不止，市政设施、园林绿
化和市容市貌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亳州市
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老旧小区”换新颜 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

“我们小区只有 35%的住户缴物
业费，现在上升到 87%，这都得益于
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亳州市高新区
文化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徐东普说。

文化小区是老旧小区，基础设施
薄弱，车辆乱停乱放，拥堵不堪，雨污
分流管道不通， 消防设施严重缺失，
居民反映强烈。 “放眼望去，地面上的
小菜园就是绿化带，百余户一楼住户
‘扒窗改门’， 养鸡养鸭还有养羊的，
哪有城市小区的样子？ ”居民闫朝坤

说起以前的卫生环境直摇头。
小区改造提升是文明创建工作

中惠及民生的民心工程。为彻底改变
小区的乱象，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
上门走访，不断入户宣传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倾听民意。

“我们增设 10 座凉亭、400 个行
人座椅、417 米便民晾衣架，增加灭火
器 2459个、消防水带 5336盘，还新建
了秋千、篮球场、无障碍通道、电动车
充电棚等基础设施， 居民楼道墙壁粉

刷一新，彻底整治地下管网……”文化
小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李现伟说。

在小区西门， 一座垃圾分类投放
站前排起了长队， 等候工作人员核实
积分，兑换相应奖励。 “没想到会扔垃
圾还能换钱，我都兑换了80多元。 现如
今，大家都养成垃圾分类、定点投放的
生活习惯了。 ”居民王玉侠开心地说。

如今的文化小区杨柳依依、绿草
茵茵 ，居民们或漫步 、或健身 、或小
憩，尽情享受着小区改造提升带来的
美好生活。 “小区改造提升后，房价都
涨了好几百，环境也有‘含金量’。 ”闫
朝坤说。

“以前小区没有物业， 到处都是
乱搭乱建，根本没有人管。 ”刘园新村
居民王丽说。 该小区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有 26 栋居民楼，950 余户
居民。 因年久失修、基础设施陈旧老
化，小区整体环境亟待改善。 自从刘
园新村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后，
新建了下水道、停车棚，增设了健身
器材，小区道路铺上了沥青路，新增
了停车位，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小区好不好，物业很重要。 据谯
城区魏武社区党委书记胡继友介绍，
改造后的小区推行“红色物业”管理
模式， 加强对物业企业的动态监管，
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提升物业管
理水平。

“我们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围绕重难点问题，组织开展居民
小区、农贸市场、交通秩序等专题调
研调度会 13 次，组织开展了 28 个老
旧小区改造和 200 余个居民小区整
治提升， 不断提升文明创建的获得
感。 ”亳州市文明办主任张志国说。

■ 本报记者 张岳

诚信担当
26年助学扶困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我只是尽了一名企业家应有的责任。 ”近日，49 岁的
沈智配对记者说。沈智配是蚌埠市阳光爱心协会会长，在当
地也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而更有名气的是助学扶困的无
私奉献。

1991 年，19 岁的沈智配因家中负债几十万元， 辍学只
身到上海打工。初到上海没地住便住学校教室，没技术便有
工就做。多年间，他在饭店做过刷碗工、酒店当过学厨工，也
种过菜地、开过粮油店、包过工程。干酒店服务员时，他因拾
金不昧，老板给他提供了免费学厨机会；在天津包工程时，
又遇到了“孙老”，为他推荐新工程。如今，沈智配事业有成。
孙老退休十几年了，逢年过节他还会去探望，数年不变。“想
起那些日子，觉得还挺幸运。 ”其实，这“幸运”只不过是他
“诚信”的另一面。

“诚信”赢得事业兴，反哺社会念头生。 “我自己就是辍
学的，又看到当时许多外来务工子女在上海没法上学，就开
始办学了。 ”沈智配说。 1999 年，他租了一个厂房，开办了上
海市嘉定区乳泉外来民工子弟学校。贫困学生交不起学费，
他就免收学费。最开始 95 人，最多时有 700 多人。由于招收
的学生多是外来打工人家的子弟以及身体有缺陷的学生，
他不仅收不到学费，还要自己贴补费用。 即使这样，沈智配
依然未曾想过放弃。 “无论有钱没钱， 孩子上学一个不能
少。 ”他以行动兑现“诚信”之诺。

2012 年，多年在外打拼的沈智配回到了家乡蚌埠。 回
报家乡，又成了他的新事业。 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创办了阳
光爱心协会， 组织蚌埠市的知名企业家们对困难家庭进行
爱心帮助。 回乡以来，为家乡修路 1.5 公里，为学校捐款捐
物 50 多万元，助困学生 83 名、敬老 300 名……沈智配如泉
涌的奉献，让乡里乡亲铭记。村里孩子们每次见到他都一句
句“沈叔叔”叫在口。 “智配这个孩子不错，有钱也不忘乡亲
父老。 ”家乡父老乡亲称赞说。

2020 年疫情暴发后，沈智配带领协会 70 多名会员，开
展志愿服务 520 多人次，捐助口罩十几万个、消毒水和防护
物资总价值达 45 万元。 26 年来，沈智配说老实话，做老实
事，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企业家的“真诚”和“忠诚”。 5 月
份，他荣获“安徽好人”。

能“耐烦”是真能耐
■ 吴林红

前两天， 笔者在网上填报一份表格，
需要提交一张证件照。 本以为一两分钟的
事，折腾了个把小时，仍无法提交。 标准不
合？ 格式不对？ 大小不行？ 不论怎么调整，
结果都是不行。 我颇有些不耐烦，把电脑
一关，拂袖而去：“真烦人！ 一幅照片搞半
天，这表格不填也罢！ ”这种事情十分常
见，各种闹心事各样惹人烦，我们难得有
个好耐心。

人们好像是越来越不耐烦了。 一项关
于“英国人耐心时限”的研究发现：如果网
页的打开时间超过 1 分钟，七成人开始不
耐烦； 打电话时的平均忍耐极限是 5 分 4
秒；等餐时间如果超过 8 分 38 秒，便会冒
火；和朋友见面迟到超过 10 分 1 秒，对方

会很愤怒……向来以“绅士”闻名的英国
人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应该也不例外。 我
们的耐心都有极限，一旦突破极限，难免
有负面情绪。 作为一种急躁厌烦的心理，
不耐烦有各种表现：有的语气不悦，有的
脸色难看，有的行为冲动……我们站着说
话不腰疼，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不耐
烦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还可能制造更
大问题。 君不见，有人不耐烦，“怒从心头
起”，可能大发脾气，与人发生冲突；有人
不耐烦，“恶向胆边生”，或许大打出手，后
果相当严重。 正因如此，清代著名文学品
评家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说：“十分不
耐烦，乃为人大病”。 不是每个人都有“十
分不耐烦”， 但许多人或多或少都有几分
“不耐烦”。

人生在世，谁能不“烦”？德国哲学家海

德格尔认为，“烦” 是人的存在状态。 这个
“烦”固然有其特定的哲学内涵，但也是现
实生活的某种映射。面对无穷无尽的“烦”，
不耐烦可能是一种本能， 能耐烦应该是一
种本事，一种不小的本事。 事有难易，烦有
大小。耐得小烦，能成小事；耐得大烦，将成
大事。 这个“耐”，是真正的能耐。

学会“耐烦”，先要正确面对“烦”。 我们
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这些“不如
意事”都是“烦”。 终其一生，与“烦”相伴，不
管你耐不耐烦，“烦”都在那里。 有的“烦”，只
要努力就能克服；有的“烦”，或许躲开就能
清净；有的“烦”，唯有时间才能消除。 可是，
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 是你使尽浑身解数，
依然无能为力的。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有句
名言：“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
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真正的

英雄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穿越“烦”的丛
林，赢得人之为人的尊严。

学会“耐烦”，当在“耐”上下功夫。 作
家汪曾祺谈沈从文先生时说：“沈先生很
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 他说
自己不是天才（他应该算是个天才），只是
耐烦。 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
烦’。 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
怕费劲。 ”有道是，“事在心上练，心在事上
磨”。 只有“耐”得住“烦”，才能坚持到底，
最终胜得了“烦”。 我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
获得者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经历了 190 多
次失败。 正是“耐”得住失败的“烦”，她才
最终尝到了成功的甜。

我们这一辈子都与“烦”缠斗不休。 学
会“耐烦”，控制的是情绪，磨炼的是意志，
成就的是人生。 这个“耐”，不是被动的忍
受，而是主动的抗争；不是一时的忍耐，而
是长久的战斗。古人有云：“花繁柳密处，拨
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
脚根。”没有这个能耐，何谈不负人生？只有
心中能“耐烦”，行动不怕烦，我们才能把牢
奋斗的方向盘，打好人生的主动仗。

从“心”出发
关爱职工健康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本报通讯员 王昊

“常年在工地上班，和家人缺少沟通，怎么维系家庭和
谐……”“家里小孩学习压力大，如何疏导？ ”6 月 11 日，在
芜央企中交二航局四公司大会议室内，公司 EAP 项目 (员
工帮助计划)正式启动。 中交二航局四公司特邀专家———深
圳市心理行业协会会长蒋平、 皖南医学院教授刘新民热心
解答职工提出的问题，不时引起在场职工们会心的笑声。

员工帮助计划是企业组织为员工提供的系统的、 长期
的援助与福利项目，通过专家对员工进行诊断、建议，提供
专业指导、咨询，帮助解决员工职场或家庭相关的心理、行
为问题。在项目启动仪式上，蒋平教授以“阳光心态、幸福生
活”为题，作了两个多小时的精彩授课。 他结合自身多年心
理咨询辅导的丰富案例与经验，用轻松活泼的语言，深入浅
出地讲解，配合频繁有趣的互动，让在场员工对如何认知个
人心理、调解人际关系、享受幸福生活的知识和真谛有了新
的认识。

不仅如此，EAP 项目面向二航局四公司全体员工及其
家属，开通了 QQ 热线、微信公众号平台“二航局四公司员
工心灵驿站”等线上咨询渠道，提供专业、持续、系统的心理
帮助服务。

“不期而遇的‘心理感冒’，会影响到职工身心健康甚至
企业的安全生产。 企业提供疏导心理、调整情绪、舒缓压力
的平台，及时为员工打上‘心灵疫苗’，这对企业员工思想教
育、团队建设、增强凝聚力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皖南医学
院教授刘新民说。中交二航局四公司现有主体员工 1400 多
人，是芜湖建筑行业的领跑者，施工足迹遍布全国 20 多个
省市及海外。伴随着公司高速发展、人员扩大以及社会环境
快速变革，职工的身心健康越来越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

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二航局四公司把启动 EAP 项
目作为为职工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进“健康企业”建
设， 加强员工心理健康服务。 “二航局四公司实施 EAP 项
目，体现了对职工的心理关怀，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史学习
教育宗旨，为群众办实事。”芜湖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曹锦平说。

6月 15 日，来安县水口镇农技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根
据气温、 苗情等情况， 因地制宜指导农户开展夏季农事活
动，为农户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帮助农户解决农业生产
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改造提升农贸市场、老旧小区，与群众生活
息息相关，也是城市文明创建的重难点，体现一
座城市的文明成色———

王艺林/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