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看那个娃娃多可爱 ,娃娃告诉我们
要爱劳动,还要当好人、做好事。 ”安徽铜陵
市民汪先生带着孩子等公交车时,总会说说
路边公益广告上的小故事……在全国各地
的大街小巷、街心公园、文化广场,人们会看
到一幅幅趣味十足的“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公益广告。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价值是行为的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在全社
会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在亿万人民群
众中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国梦”
构建起亿万人民的精神坐标

道路决定命运,梦想引领现实。 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系统回答了新的时代
条件下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
历史方位,指明了前进目标。

———理论武装卓有成效。 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面
向全社会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梦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党委中心组和党
员领导干部带头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城
乡基层开展形式多样、 面对面的宣讲报告,
“中国梦”“三个自信”“四个全面”等热词,迅
速响彻大江南北。

在各地书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都摆在了
进门最显眼处 , 销量分别突破了 1700 万、
1500 万册。 《改革热点面对面》《法治热点
面对面》等一批理论读物 ,越来越通俗化 、
大众化。

———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在哈尔滨,
“24 字” 成了孩子们哼唱的五言歌诀； 在包
头、南京,“24 字”走进手机游戏、成为顺口溜。

2014 年 , 中央和地方的主要报刊 、电
台、电视台、网站、手机平台、楼宇电视、公
交电视等各级各类媒体广泛刊播公益广
告。 几乎所有城市的商贸中心、公园广场、
建筑围挡、车站机场等场所都在发布“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

———优秀传统文化广为弘扬。平遥中国
年、汨罗龙舟赛、宁波慈孝节……“我们的节
日”主题活动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
统美德,热在城乡基层、热在群众心中。

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育部共同组织
实施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共下拨专项资
金 35 亿元 , 推动建成 25000 多所少年宫 ,
2000 多万农村孩子从中受益。

时代榜样
激发出强劲道德力量

神州大地向来都是英雄辈出的热土、凡
人善举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元旦

贺词中说,“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点
赞”的背后,是行进中国迸发出的道德光芒。

———凡人善举层出不穷。 中宣部、中央
文明办等部门评选全国道德模范,持续发布
“时代楷模”“最美人物”“中国好人”。

2014 年 ,中央文明办 “我推荐 、我评议
身边好人”活动 ,共接到群众推荐的好人好
事 5 万余件。

———网络宣传助推良好风尚。 随着网
络融入人们的生活 ,一件件身边的 “最美 ”
在网络上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2014 年 ,中
国文明网开设了 《好人 365》专栏 ,每天讲
述一位中国好人的感人故事 ；之后 ,又联
合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网络电视
台 ,组成“五网联盟”共推《好人 365》、共讲
中国好人的精彩故事 。 短短半年 ,新浪微
博话题阅读量就超过了 2.6 亿 , 百度相关
搜索超过 600 万条 ,网民转发 、留言超过
270 万条……

“当代雷锋”郭明义的微博,粉丝已经超
过 2182 万。 南京 77 岁的退休教师崔秀清
玩起了微博, 而她和邻居上微博不为别的 ,
只为关注“中国好人”微博群。

志愿服务
打造国家美丽名片

与此同时 ,遍布城乡、轰轰烈烈开展的
志愿服务,将学雷锋做好事实实在在地变成

了一种生活的习惯和常态。
佛山义工团创始人邵启林 , 是这座城

市最早参与志愿服务的一分子 , 对志愿服
务变化感慨良多。 他说:“最初的时候,佛山
仅有注册志愿者 65 人,但近几年激增到 60
多万人 ,接近全市人口的 10%。 ”在宁波江
北区 ,“白沙义工俱乐部” 从开始的几十人
发展到现在的 1000 多人 ,还出现了 “宋师
傅家政维修队”“徐启照法律咨询队” 等明
星服务队。

世博会上的 “小白菜 ”、 青奥会上的
“小青柠”, 给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极其深
刻的印象。如今 ,邻里守望、交通引导、关爱
空巢老人 、 关爱农民工 、 关爱留守儿童
……志愿服务不再只是大型活动的 “偶
遇 ”,而是深入生活的日常平常经常 ,惠及
人们的衣食住行。

为了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发展,中央文明
委发出《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
紧紧抓住制度化这个关键,不断探索中国特
色的志愿服务。 2013 年底,中国志愿服务联
合会宣告成立 , 成为推动志愿服务工作的
“国家队”。

任何一个伟大事业的背后,必然有着一
种无形力量的支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更是如此。 坚持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
在为中华民族的圆梦之路焕发出越来越强
大的精神力量。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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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滋滋烤鱼康定姑咱店
★滋滋烤鱼川湘香

辣味
★滋滋川派豆鼓味

烤鱼
★干锅系列有干锅

排骨、香锅兔
★小吃 ： 滋滋培根

薯条
★特色梅子酒

尝鲜地址：
四川民族学院第六

教学楼对面 530 台二楼
订座电话：2857333

康定劲浪体育
提倡运动健康

生活态度
主营 ： 阿迪达

斯、探路者、耐克
地址：康定溜溜

城 1—4 号铺

愉馨公寓
温馨舒适
地址：情歌广场

旁西巷子内
单间、 标间、家

庭房
24 小时热水，免

费上网
电话：
0836-7777886
18990481156
周围有网吧、茶

坊、 酒吧、 餐馆、小
吃、超市

康定人家主题酒店
位于跑马山脚下索

道旁
三星级标准设计
经营情景客房、茶餐厅
交通停车便利
订房热线：
0836———7777977

葩姆名卡百姓藏餐
地址：康定水井公寓二楼
订餐电话：0836-6999999

甘孜商讯
《甘孜日报 》

“甘孜商讯” 本着
“方便百姓， 服务
社会” 的宗旨，发
布酒店、 餐饮、招
聘 、租赁 、美容美
发、转让、快递、票
务、维修、搬家、家
教、家政服务等方
面的信息。 随着本
报微信客户端的
推出，现隆重推出
“康巴食尚”栏目，
向广大消费者推
介吃喝玩乐攻略，
敬请关注。

栏 目 热 线 ：
0836-2835718

关注微信平
台 ： 康巴传媒网
“康巴食尚”

【想自己动手建网
站吗？ 上网搜索“蕃网家
园 ”】 蕃网家园突破传
统，管理与设计相结合，
只要您会拖动鼠标会打
字，就会建网站。 登陆官
方网站 www.bwebgarden.
com 注册账号，即可新建
属于您自己的网站 ，同
时提供代理建站一条龙
服务。
详情咨询：13600167890
联系人：才旺群培

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综述之一

最高检将建职务犯罪记录库
针对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

宋寒松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最高检将积极推动中央层面
在社会治理、招标投标、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文件的出台；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动开展批量查询、网上预约
查询；启动职务犯罪记录库建设项目。

据介绍，2012 年 2 月， 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全
国联网开通，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平台正式运行。 目前，检察
机关已建成互联共享的全国行贿犯罪档案库， 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工作步入了运行规范化、操作便捷化、应用常态化的轨道，不
断得以推广应用。

宋寒松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按照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
有关部署，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纲要(2014-2020年)》和《关
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的要求，强化措施，规范管理，加强
协作，推动应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和工作。

春节期间全国社会治安良好
2 月 18 日至 24 日，全国社会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各地各项

节庆活动举办安全顺利，未发生重大火灾、道路交通事故。 这是
记者 24 日晚间从公安部获悉的。

节日期间，公安部每日调度全国社会面治安和道路交通、消
防等情况，及时分析研判，加强协调指导。 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公
安部统一部署，紧紧围绕道路交通、公交地铁、大型活动、人员密
集场所等重点部位，针对除夕夜、返乡返程高峰等重点时段和可
能发生的灾害恶劣天气等情况，对各项措施逐一抓细抓实。广大
公安民警放弃春节与家人团聚，坚守一线、恪尽职守、不畏辛劳，
守护万家团圆、确保春节欢乐祥和。

各地公安机关对举办的大型活动和群众自发节庆聚集活
动，逐一进行安全风险评估，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强化入场
安检、客流疏导、秩序维护、周边防控及应急处突措施，确保了节
日期间 3200 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

国内游客文明程度有所提升
国家旅游局通报称，春节假日期间，各地旅游部门不断“做

细、做小、做实”文明旅游管理工作。从部分出境领队反馈情况来
看，游客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大为减少，游客文明
程度有所提升。 春节期间，虽因冰雪多个航班延误，但游客能理
性对待，没有出现不文明行为。

长假期间，江苏、湖南、江西、重庆等地还通过广播电台、手
机短信、微博微信等平台，多渠道倡导文明出行，成为“微时代”
过春节、推动文明旅游的新特色。

长假后请调整两个生物钟
春节长假即将结束，上班族即将转入到工作和学习状态中。

专家提醒，此时需要把握好精神状态和胃肠道生物钟的调准。
假日期间，看电视、上网、和朋友聚会……人们往往打破平时

生活规律，年轻人更是纵情欢娱，甚至通宵达旦。诸多反常的生活
方式，扰乱了人体的生物钟，直接影响人体各系统、器官的正常生
理功能。 此时人体内部的抵抗力下降，各种疾病会乘虚而入。

专家建议， 要想马上从假日松弛的状态转入到紧张而繁忙
的工作之中，必须有个短期休整，恢复工作时的起居时间。 可以
利用长假最后一天好好睡一觉，把颠倒的生物钟调整过来。专家
还支招深呼吸应对“上班恐惧”。 上班族一旦出现紧张、忧虑、厌
倦工作的不良心态，可以进行慢而深的呼吸。

此外，人的消化系统也有生物钟存在。不少人在节假日期间
较日常工作的作息发生了改变， 早中晚就餐时间也可能依据休
闲娱乐的节奏发生改变， 不规律的就餐时间可能造成胃肠功能
紊乱，严重的会产生腹泻、便秘等消化道病症。

专家建议，在长假后期的调整中，每日早中晚的就餐时间
应对照日常作息进行调整。 在选择食物时尽量清淡，主食以谷
类为主，可适量增加玉米、燕麦等 ；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菜瓜
果；多喝开水可加快胃肠道的新陈代谢，减轻大量肉类食物和
酒类的摄入。 （本栏据新华社电）

新华微讯新华微讯

“羊羔花盛开的草原，是我出生的地方，妈妈温暖的羊皮
袄，夜夜覆盖着我的梦，喝一碗奶茶，滚烫得像妈妈的话。 ”藏
区知名歌曲《妈妈的羊皮袄》的歌词不仅表达了世间母爱的伟
大，同时，也透露出在高寒艰苦的藏区大地，羊这种动物对人
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意义。

对于高原上的藏族人民来说，羊全身都是宝。 羊皮袄是藏
族群众的传统服装， 在温度极低的高原冬季让人可以防寒保
暖。除此之外，你还能看到，藏族人民五彩斑斓的氆氇服饰绝大
多数用羊毛编织而成， 家家户户床上用的卡垫也是羊毛制作，
而鲜美的羊肉则是藏家餐桌上各种美食的上好材料。 可以说，
羊是上苍赐给藏区珍贵的礼物。

据熟悉西藏民间文化的普巴介绍，几千年来，羊在藏区
群众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人们吃喝住行方方面面都离不
开它，所以，羊头会被供奉在切玛斗旁，以此期盼风调雨顺、
六畜兴旺。

据了解， 羊不仅在满足群众物质生活需求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性，而且羊也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
西藏农牧区历史上广为流行一种羊关节的儿童游戏就是一
种反映。

农牧民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相对简单， 于是就地取
材的羊关节游戏就诞生了。 羊关节外观造型有六个面，每个
面分别代表马、驴、绵羊、山羊、鹏等不同的动物等级 ，游戏
双方分别将羊关节抛出，以落地朝上的一面来决定胜负，输
家将自己的羊关节交给赢家。

在日喀则著名格鲁派寺院扎什伦布寺的后山上，经常会
看到一群山羊在半山腰休闲地食草， 据了解这些都是放生
羊。 据尼平介绍，所谓的放生羊，就是农牧区家庭为了消除
灾难，求得家人的健康、平安，将家里的一些羊只选定放生，
发誓永不杀害。 这些羊，有的在家中饲养，而有的则会送到
寺庙放养。

关于羊的信仰还演化成一些宗教活动。 在西藏流行一种
说法，叫“马年转山、羊年转湖”。据普巴介绍，围转草原上的纳
木错等“圣湖”，是藏传佛教的一种重要宗教活动。因为羊已经
内化成为藏族群众心目中的圣物， 羊年转湖被认为与其他年
份不同，更能增加信民的殊胜功德。因此，羊年转湖人数众多，
就连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藏区的信众都会到西藏转湖、朝
圣，以求平安幸福。

揭秘藏文化中的“羊元素”

正月初七，传说这天是人类的诞辰日，即人的生日，民间
曾把这天叫做“人日”“人日节”或“人胜节”。 民俗专家表示，
“人日”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祈福纳吉和求平保安的愿望
以及对“人”本身的尊重。

天津民俗专家由国庆介绍说，传说中，远古时期地球上并
没有生物，最初由女娲创世，她在七天内每天造出一种生物，
前六天诞生了鸡、犬、豕（猪）、羊、牛、马，直到第七天才出现了
人。“人日”这天的民俗活动较早出现在古人的占卜生活中，但
自汉魏以来，不再限于占卜求吉，而是不断扩展涉及祭祀、庆
祝、文化、服饰、出游、饮食等多层面多领域。

南朝的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两汉魏晋时代
江南民众过“人日”的习俗：“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羮，剪
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
相遗，登高赋诗。 ”意思是说 ，人们在初七要吃七种菜的菜
羹，“羹”与“更”谐音，取更新之意，有求吉纳祥的美好象征。
那时，江南人人在这天还要戴上“人胜”装饰品，是用五彩丝
织品、彩纸剪出的花样或人形，更高级的则用金箔镂空成人
形。 除了戴在头上，“人胜”饰品也可贴在屏风上、窗户上，非
常漂亮，意在祛病、辟邪、消灾，在新春讨个好彩头 。 缘此 ，
“人日”也被称为“人胜节”。

民俗专家表示，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人日”
的风俗越来越陌生 ，相关的节庆活动也几近消逝 ，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和一些习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 比如 ，
成都市民在正月初七游杜甫草堂凭吊诗圣 ， 吟唱诗歌 ，赏
梅祈福。 （本栏据新华社电）

年俗文化年俗文化

为何把正月初七作为“人的生日”

“逆向探亲”来团圆，反腐节奏未放缓，
网络红包满天飞， 禁放争论成常谈， 人在
“堵”途能奈何，文明旅游被点赞。 正在过去
的羊年春节假期，新鲜事物源源不断，老旧
习俗期待新生。

热词一：“逆向探亲”
由于春运期间一票难求， 加之休假时间

短等因素， 一些父母开始选择到孩子定居的
城市团聚。 今年春节，选择这种“逆向探亲”的
人越来越多，不仅车票容易买，探亲路途变得
轻松，也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相聚时间。 时代在
变，生活方式在变，回家探亲方式也应与时俱
进。 事实上，只要亲人团圆，哪里都是家。

热词二：无休反腐
反腐败节奏并未因节日而放慢。 16 日，

中央公布 5 只“老虎”被打，17 日中央公布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被双开，而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开通的“四风”问题监督举报
曝光专区， 已连续 5 周通报 620 起案件，点

名曝光 855 人。
节日期间， 三个 “群众路线系列动漫”

《群众路线动真格了？ 》《老百姓的事儿好办
了么？ 》《当官的真怕了？ 》在网上热传，片中
多次出现领导人的卡通形象，十分鲜见。

今年央视春晚有三个语言类节目讽刺
官场不正之风，暗示很多反腐细节。 有评论
指出， 这是近 30 年以来春晚相声对反腐题
材的首次高规格“破冰举动”，有助于弘扬风
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热词三：红包大战
微信“朋友圈”发红包、快递送年货、拜

年改用点赞送祝福……人们的生活正在互
联网世界影响下发生着变化，网络年味越来
越浓。

抢红包正成为网络时代的新时尚。 据
腾讯发布的信息显示， 微信红包活动除夕
夜高峰期间每分钟有 2.5 万个红包被领
取，平均每个红包在 10 元内。 而央视春晚
播出的 4 个多小时里“摇一摇抢红包”业务

互动总量达到 110 亿次， 最多时达到每分
钟 8.1 亿次。

热词四：禁放之争
作为传统年俗，燃放烟花爆竹近年来由

于雾霾天气正在遭遇尴尬。公安部的数据显
示，今年全国有超过 130 个城市出台禁放措
施，超过 530 个城市出台限放政策。

事实上，今年大城市的鞭炮声已经不如
以往热烈，很多人自觉选择少放或不放。 然
而短时集中污染还是让不少城市 PM2.5 指
数爆表，重现“春节霾”。

热词五：人在“堵途”
春运开启仅一周时 ，全国道路运输旅

客便突破 4.2 亿人次 。 不仅高速路上拥
堵 ，高速路服务区也因车流量巨大而难以
应对。 随着进入返程高峰，各地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公路交通流量 23 日开始了新一
轮上升。

同样进入拥堵常态的还有各大知名景

区。 九华山风景区等地数十万人拜财神，场
面爆棚，有网友称主要时间在排队。 热门景
区人数爆棚，接待能力严重滞后……有关节
假日人挤人的吐槽从未停止，却拦不住众人
出游的热情。

热词六：文明旅游
春节期间，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文明旅游

引导措施密集出台。 国家旅游局称，今年起
将分级建立游客旅游不文明档案；浙江将与
旅行社、旅游饭店等共同正面引导游客文明
旅游； 云南省则称将实行旅游投诉受理、查
处和回复“一站式”服务。

在各方努力下，春节假日期间，境内外中
国游客整体形象良好。 但个别游客仍然存在
不文明现象， 日前一名游客在泰国脚踢寺庙
古钟的报道再次引起关注。 （据新华社电）

春节假期流行哪些热词

←春节期间， 一名
小学生在江苏扬州少儿
图书馆参加 “新春灯迷
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在图书馆、 科技馆等地
过一个“文化春节”。

新华社发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
重的一个节日，天南海北
的中国人，选择用各自不
同的方式欢度春节。

↑春节期间，在云
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
头山镇地震灾区灰街
子安置点 ，群众舞龙欢
庆新春。

选择不同方式过春节

新华调查新华调查

●春节假日七天我国公路、 铁路、 民航运送旅客超过
3.6 亿人次

●2014 年全国房地产用地同比下降 25.5%
●我国已成为世界果品生产大国， 产量占世界总产量

近四分之一
●今年我国将加快农田水利建设，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

2000 万亩以上
●2015 年总时长为“365 天+1 秒，所多“1 秒”将加在

北京时间 7 月 1 日 （本栏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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