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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荣海

1月2日，定安开展“定安是我家，
创建靠大家”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通过
开展入户宣传、环境整治、文明交通劝
导等活动，动员更多群众参与到创文

创卫的工作中，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
氛围，助推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磊，县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友明出席活动，并
号召全县志愿服务队伍积极投身志愿
服务活动，为建设“精致定安”贡献志

愿力量。
活动中，10支志愿服务队伍，定

城镇建成区10个网格化责任区志愿
者身穿蓝马甲，佩戴袖套，按照各自分
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上门
入户，发放宣传手册，引导大家从现在

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提高行动自
觉，共创美丽人居环境。拿起扫帚、铲
子，走到社区的各个角落，查看有无乱
堆乱放杂物、乱扔垃圾、随处张贴小广
告等现象，发现卫生死角并及时清
理。与此同时，部分志愿者在主要交

通路口，认真负责地维护各路口交通
秩序，劝阻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乱
穿马路、逆行等不文明交通行为。

当天，除定城镇以外，定安其他各
镇也组织人员，在辖区内同步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定安开展“定安是我家，创建靠大家”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创文创卫进行时

“这条路现在不仅平坦干净，出
行更是方便，再也不用担心出个门一
脚泥了。”2023年12月29日，定安县
定城镇美钗坡社区居民朱威民提起
近期社区内修好的水泥路，禁不住连
连称赞。

而此前，出入该社区的几条路黄
土裸露、垃圾遍地，下雨更是泥泞不
堪，让社区居民头疼不已。居民生活
的变化，得益于定安围绕打造海口

“都市圈卫星城”发展目标，认真谋划
开展的创文创卫工作。

建立创文创卫网格化管理工作
机制、开展10个专项整治行动及宣传
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五纵五横”城市
路网建设、创建健康主题公园……通
过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定安让城市
开遍“文明之花”，营造了浓厚的创文
创卫氛围。

压实责任
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

2023年12月29日，走进定城镇
西门社区，只见街道干净整洁，健康
步道小巧精致，墙面上的创文创卫宣
传墙画色彩斑斓、内容丰富。

“以前社区里的垃圾乱扔乱放，
现在每家每户门前都有垃圾桶，大家
自觉清理垃圾并统一放到垃圾分类
站，环境干净了，社区自然美了。”西
门社区居民林梅说起近年来的变化，
深有感触。

为全力推动创文创卫工作开展，
定安建立了创文创卫网格化管理工
作机制，由县四套班子成员担任网格
片长并亲自挂帅，通过“四不两直”、

明察暗访等方式深入社区、农贸市
场、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薄弱点位
进行实地调研，带头实行“一周一巡
查、一月一调度、两月一通报”机制，
挂图作战，督办落实。

网格化管理不仅要“细”更要
“深”。定安将建成区和10个乡镇划
分为20个一级网格责任区、119个二
级网格责任片区。同时对10个网格
片区和10个乡镇开展创文创卫考核
评比，压实责任，以督促改，确保问题
整改“见底清零”。

“我们联合包点责任单位和村、
社区‘两委’干部，每周五前往片区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攻坚。拆除猪圈、硬
化土路、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让
网格化管理不留死角。”定安县政府
办主任、建成区网格化一级网格片
（东北门、中南、西门社区）副片长曾
育懿介绍。

除每周的网格长定时督导、检查
责任区“双创”工作外，网格区内还安
排各职能部门、社区、网格责任单位
工作人员每天开展巡逻工作，确保各
个社区的每一平方米都“有人管”。

“县文明办和县爱卫办还联合推广了
‘楼长制’，深化基层网格管理，制作
创文创卫楼栋管理宣传栏，逐步建立
卫生管理组织和相关制度。”定安县
爱卫办主任王燕燕说。

提升城市面貌，“里子”“面子”一
样重要。通过深入开展城市卫生及
市容秩序“十乱”整治，紧抓落实“门
前三包”责任制，定安彻底清理影响
市容的脏乱差现象。并由县领导带
头深入包点社区，结合周五“创文创

卫活动日”，发动群众共同开展以整
治“脏乱差”为重点的环境卫生集中
整治行动，开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争做文明定安人”等各项宣
传政策的文明实践活动。

据悉，定安四套班子成员在担任
网格片长调研中共发现596处问题，
目前均全部解决，主要涉及市容环境
卫生、生态环境、重点场所卫生、食品
和生活饮用水安全、门前三包、建筑
工地整治等方面。

补齐短板
加大投入改善民生

2023年12月29日一早，朝阳在
定安潭榄溪的水面上反射出金色的
光辉。滨水区的亲水步道上，早有一
群“运动健将”开始了晨跑，他们呼吸
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滨水区的宁静与
和谐。

据悉，潭榄溪（拦河闸—见龙大
道段）整治工程项目是定安“六水共
治”的重点项目之一，于2022年7月
开工，今年11月顺利竣工验收，项目
主要通过护岸工程、排涝工程、滨水
文化休闲设施工程等方面的建设，对
潭榄溪城区段开展综合治理。

“实施潭榄溪整治工程，让潭榄
溪景观段成为了县城最美的开放式
公园和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也进
一步提升了整体城市形象。”定安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发
飞表示，该县还通过创建沿江公园、
丹桂公园、兴安公园和田洋公园4个
健康主题公园，铺设16公里健身步
道，截至目前共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1388处。
“为提升市民的健康意识和身体

素质，县里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体育赛事活动。”定安县旅文局副局
长黄慧介绍，通过举办篮球嘉年华、新
年健步走、定安幸福跑、环南丽湖自行
车赛、全民健身日嘉年华以及南丽湖
徒步大会等赛事活动，让广大群众能
够时刻感受到健康的“气息”，也能进
一步推动创文创卫工作的深入开展。

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定安共
投入约 16.3 亿元，推进健康医疗建
设、环卫一体化等项目，并完成27个
老旧小区改造，完善了美化、绿化、亮
化、硬化、净化等基础设施。此外还
全面启动“五纵五横”城市路网建设，
完善县域多级公共服务体系，不断补
齐基础设施短板。

做出亮点
琼剧之乡展现魅力

身着华丽的戏服、迈着稳健的台
步，伴随幕布拉开、伴奏响起，琼剧演
员们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婉转悠扬的
唱腔，让观众纷纷陶醉其中。今年3
月以来，“定安有‘戏’，走进琼剧文
化”体验活动每周末都在定安县衙遗
址准时“开锣”。

“一直听说定安是‘琼剧之乡’，
这次近距离欣赏琼剧表演，真切地感
受到了琼剧的魅力。”来自湖北的游
客徐先生一家慕名来到定安县衙遗
址参与定安有“戏”活动，学琼剧、穿
戏服、赏琼剧，独特的文化氛围感染
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定安县‘戏引力’志愿服务项目

是定安开展的众多志愿服务项目之
一，获评2023年度海南省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定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尹鹏娇介绍，定安目前打造了具有品
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的志愿服务项
目共78个，并依托品牌项目汇集力量
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推动全县志愿
服务社会化、制度化、项目化、常态化
发展。

琼剧不仅吸引了游客，更触动了
青少年。早在2014年，定安县教育局
便联合定安县琼剧团持续推进“琼剧
进校园”活动，此后还由外聘琼剧专
家及学校老师组成琼剧教研组，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谱曲成歌、创作
《琼剧美体操》、创编《琼剧唱党史》音
乐短剧，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向青少年
讲述党史、琼崖革命史。

“我们还积极推进理论宣讲、关
爱留守儿童、法律咨询、居家互助养
老、义诊下乡等志愿服务活动，服务
全县各个领域，为弱势群体和辖区居
民提供支持和帮助。”尹鹏娇表示，
定安根据“一月一个志愿服务主题”
工作要求，大力开展“创文聚力 文明
有我”“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
风”“强国复兴有我 文明实践同行”
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共859场。

此外，定安还大力倡导“有时间
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的文明
新风尚，探索公职人员的志愿者“第
二身份”，构建常态化志愿服务的“第
二梯队”。目前定安共有志愿者4.76
万余人，累计服务时长19.54万余小
时。 （海南日报）

遍开“文明花”！定安深入开展“双创”工作

身边的幸福事

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打在了定城
镇水冲坡村休闲鱼塘的水面上，波光粼粼。
路过的村民惊喜地发现——鱼塘的花开了。

今年以来，水冲坡村持续推进人居环境
改善工作，不断提升村庄环境水平，经改造提
升的景观入眼皆是。

亮化环村路，路灯暖民心，照亮群众出行
路。有村民提出“路上有些地方没有路灯，晚
上回家不方便，感觉不安全”问题。乡村振兴
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在多方征求意见建议
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定城镇水冲坡村振兴工
作队工作经费，在村内实施“明亮工程”，在部
分村民小组沿路安装太阳能路灯。截止目
前，全村共安装56盏太阳能路灯，照亮群众
出行路，赢得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碧波荡漾，莲花扑鼻香。村中的休闲垂
钓鱼塘原本是两处废弃的小鱼塘，该地块位
于水冲坡村主干道的路口，是村民茶余饭后
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为了提升改善村民人
居环境，乡村振兴工作队、村“两委”干部吸纳
多方意见，对废弃鱼塘进行了翻新改造。如
今，改造后的休闲鱼塘不仅铺设了人行栈道，
还修建了观光凉亭、钓鱼台、石椅等设施，休
闲鱼塘现已成为集观光、游览、休闲、垂钓集
一体的“人气公园”。

“我们水冲坡村的小鱼塘之前破破烂烂，
走来走去也没啥好看的，来这的人也比较
少。今年，这里变成了一个有花、有水、有凉
亭的小公园，带孩子出来既能玩耍健身、又能
休息聊天，真不错。”村民们对于家门口的“人
气公园”赞不绝口。

小“鱼塘”，大幸福。闲置鱼塘到人气公
园的“变形记”，不仅是定城镇水冲坡村积极
投入水美乡村建设的身影，也是水冲坡村大
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生动体现，更折
射出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两委”紧扣民生
点，精准满足群众需求，切实把实事办到群众
心坎上。 （今日定城）

定城镇水冲坡村：
闲置鱼塘变成“人气公园”

■ 王兰兰

2023年12月28日，“诗意定安”2024新
年诗会在县人民法院书吧举办，来自全国各
地的老艺术家和候鸟老人、消防指战员、定安
各学校的师生等齐聚一堂以诗会友，一起点
燃冬季沉寂，叩响新年之门。

活动中，师生们朗诵的《新年的愿望》《爱
与梦想》《中国英雄与中国力量》《诗意中国》
《春雨》《新年到》等一首首诗歌将诗词的美好
意境声情并茂地呈现。候鸟老人们大合唱
《绒花》曲调悠扬、宛如天籁。消防队员们朗
诵的《我是中国消防队员》，深情演绎了舍小
家为大家、从风里来到火里去、责任大于山的
奉献精神，赢得了现场一阵阵响亮的掌声，也
触动了现场观众的心。

当天，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中国民俗艺术
研究院院长、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
级美术师李福堂，邢台学院原党委书记谷志
科到现场观看新年诗会，他们分享了各自的
读书心得，勉励现场小朋友们要好读书、读好
书、书读好，并为此次活动赠送字画墨宝。

据了解，“诗意定安”系列活动由定安县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主办，定安县文化发
展中心承办，自2023年推出后就受到广泛关
注，2023年共开展10期，吸引上千人次参与
现场活动，真正实现以诗会友、以诗促旅,全
力推进定安文旅融合发展。

“诗意定安”2024新年诗会
叩响新年之门

2023年12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
县红十字会获悉，今年以来，定安总计参与无
偿献血1808人次，总计献血量606250毫升。

“我这么大个子，400毫升没问题！”近
日，定安县定城镇一献血点内，随着血袋被渐
渐填满，针头从血管中完全退出，定城镇莫村
社区居民莫春峰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无偿献血。这件有意义的事，53岁的他坚持
了 18 年，其间共献血 42 次，累计献血量
16700毫升。

2023年，定安县红十字会积极发动机关
单位及乡镇干部、群众进行无偿献血，在各个
乡镇排班设立固定献血日及献血点，派遣无
偿献血车到各个献血点组织献血活动并进行
相关宣传。车内配备了先进的采血设备和器
材，医务人员耐心指导群众填写献血登记表，
进行测量血压、抽血、验血等程序。

定安县红十字会秘书长陈新来介绍，无
偿献血者献血量累计满1000毫升以上的，终
身可以免费使用所需血量，其父母、配偶和子
女等家庭成员临床用血时，也可以免费使用
其献血量的等量血液。“下一步将通过各种渠
道和方式，向公众普及献血的知识和意义，提
高大家的献血意识和积极性。”（海南日报）

定安积极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
今年总献血量60万毫升

大山村的那片光

大山村的那片光，是从小山村里
的那抹暗色开始的……

坐落于母瑞山红色文化旅游区
规划区内的大山村，是一个嵌于琼北
火山地带上的小山村，火山遗迹明
显，赤褐色、灰黑色、深棕色、银灰色
的蜂窝状火山石随处可见。黯澹，成
了红色基地上一抹等待拭净的暗
色。村中保留着许多用火山石砌成
的老房子，石屋低矮阴暗，却冬暖夏
凉。每到晚上，灯火从石缝间顽强挤
出，微弱地照着漆黑的夜晚，摇曳着
指引往来的村民。回想起数年前的
大山村，土地贫瘠，村民贫困，居住环
境脏乱差旧。这个与母瑞山革命老
区近在咫尺的村落，一直生活在贫困
线上。

大山村的那片光，由一抹生态之
光点燃。

2021年8月，大山村踏上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互融共生新
路子，开始了文明生态新农村创建。
一批又一批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不
辞辛劳传经送宝，一届又一届村领导
和党员干部带领村民们撸起了袖子，
率先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和美丽庭院
建设。如今村子里鲜花四处绽放，开
在道路边、田埂中、庭院里、篱笆墙头
上，散发出温馨芳香。错落有致的小
楼房掩映在古树中，与传统的蜂窝火
山石老房子相映成趣。这里有明亮
的太阳能路灯，有袅袅炊烟，有热带
百果园，有绿莹莹的菜畦，还有胡椒、
橡胶、槟榔等经济作物。稻子的清
香、果蔬的甜香、咖啡的醇香以及槟
榔的醉香氤氲着致富的芳香，还有那
四通八达的村道纵横交错，一条条银
白色的水泥路，在灰黑的村庄底色上

铺到了村民们的家门口，也通到了他
们的心坎上。

走进大山村，遍布火山石的村庄
绿色葱茏，喧闹而耀眼。灿烂的阳光
透过水塔下的大榕树以及周边的橡
胶树和高高的槟榔树，洒下万点金
光。村道两旁，三角梅、万寿菊开得
正艳，姹紫嫣红，蝶飞蜂舞，空气中弥
漫着淡淡的花香。村中还建有10个
种满花草、大小不一的休闲广场，整
个山村如一个偌大的花园，怒放着村
民脸上那别样的花朵。村里边角空
地和有纠纷的荒地，早已建成了大大
小小、各具特色、亮丽别致的“口袋公
园”，徜徉其中，让人流连忘返。

附近的著名景点久温塘火山冷
泉人流如织，常常把原本不宽的道路
堵得水泄不通。大山村人看到了商
机，就势借力，将村里那座地标性建
筑——水塔改造成省内闻名遐迩的
水塔咖啡坊，倾情打造本地咖啡品
牌。大山村有种咖啡的历史，也有精
湛的制作咖啡工艺，只要你能来，绝
对会品上一杯热腾腾、香气四溢的富
硒咖啡。咖啡卡座设在橡胶园里，创
意独特。游客在小桥流水旁，看着鱼
儿在清澈水中欢游，听着潺潺流水
声，享受着从田洋中吹过来的风，点
上一杯咖啡品尝，便能陶醉于这份闲
情逸致。大山村在橡胶园中开辟咖
啡品尝园，建露营平台等特色休闲
区，吸引着络绎不绝的省内外游客慕
名而来，品咖啡，观山石，泡冷泉，尝
山果，享受着别样的情趣，一条由自
然财富带动经济财富的双赢之路，在
大山村向前伸延……

大山村的那片光，由一幅山村水
墨晕开。

腰包鼔起的大山村人，认识到文
化与产业融合的重要性，他们开始聚
焦自身文化特色，将其活化为生动有
趣的文创产品和文旅项目，点亮了乡
村文化空间，激发出乡村文化的内生
动力和创新活力，成为崛起的万千山
村中的一颗新星。

大山村很平凡，无任何优势，却
成功打造了墙绘文化、石刻文化和咖
啡文化，它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景观
方式展示乡村魅力。无山的大山村，
竟围绕“山”字做出了“大山无山，中
国百山在大山”的大文章，他们以“中
国百山图”为主题的墙绘文化，绘制
了全国百座名山图案，三山五岳，云
烟汗漫，千峰竞秀，百态千姿，让你地
处天涯海角，尽阅祖国无恙山河。

如果说“百山”是大山村气势磅
礴、顶天立地之形，那么石刻文化则
是大山村震人心魄之魂。摆放在村
干道两旁100多个大小形态不一、镌
刻着中国书法名家历代诗人山水诗
词的大石头，形成了诗词书法等文化
集中展示的“露天研学课堂”。用火
山岩石雕就的石刻，透着刚毅和坚
强，它们大小高低，有致排开，形态各
异，造型独特，如连绵“山峦”又似雅
致“书山”。每当夕阳西下，人们三五
成群散步其间，驻足灯下石前，诵读
诗词，思索历史，思考人生，此时丝丝
缕缕的文化内涵便会在大山村水墨
般的夜色中层层晕开。

漫步大山村，你便是乡村水墨世
界的一部分，淳朴、憨厚、乡愁、新潮
相互交织，妙趣横生。到大山村观

“山”阅“水”吧，你会在某一个拐角
处，与景致惊艳邂逅，与艺术不期而
遇，遇见所有的美好……

大山村的那片光，由一种信仰星
火成炬。

漫步大山村，草木葳蕤，绿意盎
然。一座两层楼的“大山村党员活动
中心”伫立在村子入口处，非常引人
注目，楼顶耸立着的“永远跟党走”五
个鲜红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
光，表达了革命老区大山村人听党
话、跟党走的浓浓爱党情怀。村前那
棵有200年树龄、依然枝繁叶茂的大
榕树，是当年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
曾经开会、休息的地方，它见证了这
片热土上琼崖革命的艰难岁月，见证
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英雄气
魄。如今，这里成了大山村人话初
心、谈感受、讲担当的地方，红色血脉
在这里以史聚力，不断赓续。

一次观景，是一场思想的追寻，
也是一次精神的交流。大山村人信
仰的执念来自先辈，却传承于当下，
它不仅流淌在字里行间，流淌在这里
的每一寸土地，甚至每一棵草木……

大山之美，美在自然生态，美在
人文景观，更美在信仰的力量。赓续
历史文脉，注入时代精神，大山村打
造兼具“诗与远方”的新形态，让人们
拥有更多可以诗意栖息的精神家
园。这个兼具时尚感和烟火气的村
庄，轻盈亲切地融入了大众日常，以
文创之光点亮古老乡村的文化空间，
一点点、一束束汇成一片亮光，映照
着大山人的幸福蓝图，也映照出淡淡
的、能记得住的缕缕乡愁。

暗色被鲜亮装点，贫穷被富足替
代，落后被先进牵引。大山村不再黯
澹，大山人不再无奈。如今的他们：
进，可拥街市繁华 ；退，可赴山水之
约；驻，可享田园之美。

■ 徐海鹰

清晨起来
村庄沐浴在朝阳里
晨曦中
屋檐上挂满露珠
鸟儿啁啾
传来田野的声音

正午时分
高林村这片沃土上
孕育出无数个新生的灵魂
农耕的辛勤
赋予秋收的期盼
田野之上，稻浪翻涌，斑斓翠绿

黄昏时分
夕阳染红了天空
温暖的斜阳洒满大地
村民荷锄归家
幸福的笑脸

是高林村最美的风景
月落时分
古老的村落
山水一色
月光以及岁月的痕迹
倒映在青墙之上
留下无数道斑驳的划痕

我在此间流浪
不知归途
直至天明之时
方才离别

高林村之行
■ 吴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