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琬茜

坐上“酷狗”网红观光车，沿着彩
虹线一路骑行，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
云阁村的“芳香漫道”风光旖旎，吸引
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见缝插“绿”，扮靓小微空间，藏在
三亚城区的一处处“口袋公园”，连日
来人来人往，成了不少市民茶余饭后
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持续改善的乡容村貌，不断刷新
的城市“颜值”，让人居环境更加和美
宜居。近年来，我省以文明村镇、文明
城市创建为抓手，持续推进城乡人居
环境改善，一幅美丽海南新画卷正在
徐徐展开。

近日，随着暑期旅游热潮升温，海
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仲恺村人气十足。

行走在村子里，目光所及处处是景。
笔挺的沥青路从村口直通家家户

户，路边白墙灰瓦的房屋颇具风情，走
过造型现代优美的村礼堂，不时能看
到水塘上的鸟儿成群翩飞。“这里的环
境干净整洁，风景秀丽迷人，让人来了
不想走！”湖北游客刘莉不禁感慨。

步入多个村居小院，更是“别有洞
天”：鸡舍、鹅棚、菜园等整齐分布，井
井有条；为了避免泥土弄脏院子，菜园
四周还砌上了一圈围栏。

从“偏僻落后”到“文明示范”，仲
恺村的蝶变是我省促进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的缩影，折射出海南乡村振兴的
壮丽图景。

省委文明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文明村镇创建，
将“生态宜居”列入文明村镇测评重要

内容，并作为加分项列入文明村镇创
建特色指标；同时，加强文明村镇动态
管理，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我们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汇聚志愿力量广泛参与，积极发动
群众主动参与，共同打造整洁文明、舒
适优美的宜居乡村。”该工作人员介绍。

乡村悄然“蝶变”，城市更新也在
加速进行。位于海口国贸大厦的“走
马cube”，从一间破旧闲置的物业办
公室，摇身一变成了崭新的文化艺术
空间，让老旧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除了保留社区共同记忆的部分
瓷砖墙面，还增设了公共空间、亲子娱
乐设施等，弥补了社区的配套空间缺
失的角色。”“走马cube”主理人顾周
禄介绍。

从舒适优美的宜居城市，到风光如

画的美丽乡村，如今，海南城乡人居环境
不断提“颜”增“质”。截至目前，我省累
计创建省级及以上文明村镇298个。

人居环境提升整治，既要扮靓“面
子”，更要做实“里子”。自2021年起，
我省施行《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通过正面示范教育和反面联合惩
戒等有效措施，引导和促进公民文明
行为的养成，不断提升公民自身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

“咔嚓！咔嚓！”日前，在海口西秀
公园，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小鸊鷉在
水中嬉戏的神态，被自然摄影爱好者
李力逐一记录了下来。

以“绿值”提升城市颜值、吸引生
态流量。在海口，这样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美好画面比比皆是，推窗见绿
的城市图景让人心旷神怡。

人居环境改善，离不开生态环境
支撑。去年，我省出台《“美丽海南我
行动”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三年行
动计划（2023—2025年）》，为提升公
民生态文明意识出招。

在海口、文昌、昌江等市县，志愿
者们捡拾垃圾杂物，共同守护美丽海
湾；全省各中小学积极推动“无塑开学
季”活动入校园、进课堂，迅速掀起生
态文明教育热潮……

此外，我省还创排了首部成长励
志儿童剧《椰岛历险记》，融入热带雨
林、七仙岭、红毛丹、坡鹿等海南特有
生态元素；推动《山南水北》《秘境回
声》等一批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
文艺作品“走出去”，传播本土生态文
化，不断擦亮人居环境的生态底色。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 陈雪怡

试想一下，当走在路上，有人随地
吐痰；过马路时，车辆争道抢行；漫步
公园，不牵绳的宠物狗朝你跑来……
你会留下什么印象，对这座城的评价
又如何？这些看起来“都不算事儿”的
细节，恰恰是个人文明素养、城市文明
程度的体现。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持续
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
三亚多部门参与“爱 Lu”斑马线文明
交通品牌创建活动，万宁山根镇推行
乡村治理“红黑榜”等，正是从细节着
手，着力树文明新风。

随地吐痰、遛狗不牵绳、斑马线前不
礼让行人……对于个人来说，这些行为
时间不过几秒，成本几乎没有，在很多人
看来“都不算事儿”。那么，这些“小细
节”真的“都不算事儿”吗？随地吐痰可
能造成细菌传播，影响公共卫生和他人
健康；遛狗不牵绳可能出现犬只伤人，危
害公共秩序和他人安全；斑马线前不礼
让行人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害人
害己。恰如旅游公厕是否虚有其表、健
身公园能否健身锻炼等，切切实实地影
响着每一位来到这座城市旅游的游客评
价、每一位生活工作在这座城的市民感
受。这些看似个人和城市的“小细节”，
实则体现个人和城市的“大文明”。

细节见人品。从待人处事大智慧
可以看出个人品质，从日常行为小细节
同样可见人品。有人可能觉得“吐个痰
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这“没什么大不
了”的行为细节，久而久之会养成个人
习惯，进而发展成为“其实并不算小”的
文明陋习。父母若如此，孩子有样学
样；看有人如此，他人会亦步亦趋，那么
个人“小细节”终将变成群体“大陋
习”。从个人做起，从细节做起，不乱扔
垃圾、不随地吐痰、公共场所不吸烟、斑马线前让一让
等，只有人人都注重日常行为细节，养成良好文明习
惯，才能凝聚文明力量，形成全社会的文明风尚。

细节见形象。细节见人品，那么“城品”又怎么
看？一座城市的文明品质，就体现在诸如停车礼让
等文明细节中。道路再宽，斑马线前车辆随意抢行，
称不上文明；基础设施再多，缺乏管理维护，脏乱差
用不了，也称不上文明。故此，一座城市，如果徒有
光鲜亮丽之“面子”，没有文明细节之“里子”，这座城
市同样称不上文明城市。文明城市在于公共环境、
基础设施、交通秩序等方面，既要从大局着眼，又要
从细节入手，下足绣花功夫，做好精细管理。

个人、城市做好、抓好“小细节”，便能涵养、彰显
“大文明”。乐见人人都成为文明社会的建设者，也
成为文明社会的获益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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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推出多个融媒产品

倡导公众自觉爱护公共环境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蔚

林）8月26日起，海南日报“雷公马文明红黑榜栏目”将陆
续刊发第四期系列报道，并聚焦“点亮文明 扮靓城市”主
题推出多个融媒产品，倡导社会公众自觉爱护公共环境、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这些融媒产品中，既有幽默风趣的《爱情公寓里的这
件事，海小文看了直摇头→》短视频，也有生动鲜活的《一
份“万人迷”指南已送达→》创意海报，还有以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的真实短视频展播。下一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还将走进城区、校园等地，通过街头采访、案例剖析等
方式，向公众介绍相关法规、倡导文明理念。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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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三亚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质年“周末大扫除”活动

文明“风景”扮靓鹿城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佳琪 黄媛艳

8月24日，一抹亮眼的蓝色出现在三亚市
天涯区红旗街社区。他们身穿志愿者马甲服，
一手拿垃圾袋，一手拿捡拾夹，走走停停间，所
过之处洁净如新。这群志愿者由市民自发组
织，平日里在街道、公园、海边、三亚河等地捡拾
垃圾，成为城市中靓丽的文明风景线。

今年以来，三亚市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提质年“周末大扫除”活动，引导广大市民群
众养成讲卫生、爱劳动的好习惯。如今，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其中，共同参与三亚市环
境卫生整治。

当日上午，市民李敏像往常一样，来到三亚
湾凤凰岛到金鸡岭一带的沙滩上。作为三亚繁
星义工社的社长，他号召了80多名学生、“候

鸟”、社区居民等一同清理沙滩垃圾。
“体积大点儿的垃圾，我们还能用捡拾架捡

起，小点儿的垃圾，就得一步一弯腰，两个小时
下来，腰都直不起来了。”李敏告诉海南日报全
媒体记者，沙滩上经常有人烧烤，留下了不少烧
烤铁签，增加了他们的捡拾难度，“如果把这些
垃圾留在沙滩上，不仅不美观，涨潮后还会被带
到海里，伤害海洋生物。”

景区里，有人全面清理脏乱死角和公路两
侧杂物、垃圾；社区村庄，有人清扫道路上的枯
枝落叶；农贸市场，有人对摊主占道经营等行为
进行劝阻……在三亚，人人争做环境卫生整治
的参与者，共建共享“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城
市环境，以靓丽形象迎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重大活动。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

记者在现场·看人居环境

万宁
万宁万城镇万隆社区推动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同心共创美好家园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 通讯员 莫华慧

8月25日一早，家住万宁市万城镇万隆社
区的朱春菊起床后，花上十几分钟将自家门口
附近的区域打扫得干干净净。

朱春菊是万隆社区居住了40多年的老居
民，今年72岁。从2017年起，她便坚持帮助社
区开展各项管理服务工作。除了参与环境卫生
整治，她还协助社区干部开展入户宣传、定期巡
查等，用实际行动带动居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

“人居环境好了，我们生活起来才会更舒
心，家人也很支持我这样做。”朱春菊笑呵呵地
说道。

万隆社区位于万城镇主要中心地带，辖区
管理面积0.9平方公里，涉及四路三街，分别是

文明中路、人民中路、光明南路、红专中路及万隆
街、华侨街、万寿街，总人口1万余人。该社区在
加强监管与宣传的同时，也注重激发群众的主
人翁意识，通过“三联”网格化工作机制，组织社
区全体党员对号入座联系群众、动员群众爱护
公共环境，进一步提升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

在美化城市环境方面，万宁市结合“创文巩
卫”和登革热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干部职工的带
头表率作用，每周五常态化组织各行政机关、企
事业等单位干部职工化身志愿者，与社区党员
干部、居民小组长、居民代表及网格员共同开展

“搬家式”环境卫生大扫除，重点清除墙面乱贴乱
画、乱堆乱放和清理盆盆罐罐、排水沟、低洼积水
地等，彻底清除卫生死角，助力打造美丽舒适、干
净卫生的人居环境。 （本报万城8月25日电）

澄迈
澄迈金江镇城东社区一居民主

动参与人居环境治理

热心潘叔的三两事

定安
定安定城镇西门社区推动干群合作整治公共环境卫生

西门社区的“变美秘诀”

白沙
白沙符合卫生等要求的临街店铺可出店经营

沿街店铺文明出店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宁玥

8月25日13时许，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
镇桥南路的一家清补凉店卷帘门慢慢拉开，正式
营业前，店主刘云霞首先拿出扫帚和簸箕，仔细清
扫店内和店门口的地面。对于难扫的垃圾袋、包
装纸等，她一一捡起并扔进分类垃圾桶。

刘云霞的店铺开张不久，便赶上好政策。日
前，白沙多部门联合推出《沿街店面临时出店经营
实施导则》，对符合卫生保洁、餐饮油烟净化、噪音
防控等考核要求的沿街商铺，在有关部门备案后，
可以分早、中、晚三个不同的时段临时出店经营。

“像我们这些临街小铺，在店门口支两张小桌，
能接待更多食客，收入自然就多了。”为了将店铺经
营得更红火，刘云霞每日清扫，如今已形成习惯。

当天12时到17时，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在桥
南路及文源路一带走访，发现沿街店铺门口的人行
道干净整洁，偶有店铺在规定时间出店经营，也做
到留出1.5米宽的人行通道，且不占用店门口的各
类消防通道、盲道等，并在客人走后及时打扫卫生。

“商铺临时出店，既不影响特殊情况下的道路
使用，也不涉及工程建设，是对现有城市道路管理
规定的有益补充，便于后续监督检查。”该县营商
环境建设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有
32家沿街商铺在主城区完成了备案手续，“商铺
的经营环境变好，热度只增不减，周边店铺也纷纷
找我们备案。”

该部门还表示，这一新模式将试行两年，其间
将根据市场反馈进行调整和完善，助力构建更加
和谐有序的城市环境。 （本报牙叉8月25日电）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豌

“看，我们这里干净吧，什么时候来都是一样
的！”8月25日，定安县定城镇西门社区北巷片区
小组长何菊一边带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走访各个
街巷，一边对记者说，言语中不乏骄傲之意。

西门社区属于老城区，巷道较为狭窄，加之地
面低洼，早年间路面未经硬化，还有多处废弃的旧猪
圈，是有名的“糟乱差”地区。十多年时间，西门社区
摇身一变，成为当地环境卫生治理的模范典型。

“你知道吗，我们社区每家每户都是‘环境卫
士’！”一边走，同行的西门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王春香一边对记者道出了“变美秘诀”。

原来，从多年前起，西门社区便以社区4个片
区为分组，每个分区均以户为单位，每户抽出一
人，组成群众清洁队，每周三、五各进行一次巷道

大扫除。而在关键的卫生死角，则通过全面排查，
以社区“两委”干部和志愿者为主，进行难点集中
整治。同时，配套进行红黑榜评比，定期通报、公
开，强化监督、奖惩，推动相应机制有效长期坚持。

在王春香看来，环境整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
群众更好地从环境整治中获益则是第二步。因而，
多年前，该社区集中排查拆除43处废弃猪圈，并将
其中多处转变为口袋公园。此外，一些乱石堆经过
整治后，或被种上花草变身花园，或者划分成格，变
身为居民的小菜园，正在切切实实让居民受益。

“第三步，则是要在社区活动中凝聚大家的
心。每年开展长桌宴、金秋助学等活动；组织志愿者
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空巢老人兜底。”王春香
说，只有群众素质提升了，生活有保障了，真正把社
区当成家，才能把爱护社区环境内化成个人日常习
惯，一直自觉地坚持下去。（本报定城8月25日电）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懿

听到远处传来的“哦咦”声，澄迈县金江镇城
东社区的住户们知道，潘叔来了。

潘叔原名潘正菁，今年59岁，作为城东社区
的老住户，他可是远近闻名的热心人。

走到蔡宅村时，潘叔看到马路边堆放了一些
垃圾，将本就狭窄的巷道变得更加拥挤，潘叔皱着
眉头说：“垃圾要放到垃圾箱里才对，这是我们的

‘家门口’，得处理干净，要不怎么让朋友来做客？”
虽然嘴上不断嘟囔，但潘叔的手并未停下。

他慢慢推着垃圾箱从远处走来，刺眼的阳光晃得
他睁不开眼，黝黑的手臂上也渗出汗珠。由于垃
圾较多，潘叔选择先收拾小件垃圾，豆大的汗珠，
随着一次次的弯腰起身而滴落。

他最近身体不适，要多休息会再出门，这样才
能尽量把社区内的三个村都转一遍。身体还有些
虚弱，做起事来比往常要累不少。

对于体积较大的垃圾，他正发愁如何才能快
速清理时，收到潘叔信息的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孟
带着工具前来支援。经过一个小时的清理，蔡宅
村的巷道再次焕然一新。

在王宅新村时，村道旁竖立的挡板有些松动，这
引起了潘叔的注意。“阿孟，王宅新村有一处挡板的接
合处有些生锈，我去拿焊枪过来。”从电话里向王孟
说清楚具体位置后，他便立刻回家找称手的工具。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居民家中空调
漏水、雷雨天气电线突然掉落……在城东社区内
的各处，少不了潘叔活跃的身影。

起初，潘叔的妻子周阿婆不理解。“有的时候，他
在外面晒得皮肤都红了。看到有人随手丢垃圾，他还
会直接上前去制止，搞得我都很担心。”妻子说，但每
次看到他高兴地跟家人分享时，又觉得一切都值得。

“在我看来，社区是等比例放大的家庭，我就
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把家里收拾干净，我住得也
舒心嘛。”潘正菁告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本报金江8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