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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有力推进“厕所革命”；昭通

市靖安新区为帮助从山区易地扶贫

搬迁到新区的群众尽快适应新生

活，志愿者挨家挨户、手把手教群

众使用抽水马桶和家用电器；鲁甸

县实行县委书记、县长双组长制，

签订《城乡综合环境整治工作承诺

书》；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开设“文明银行”，昆明市东川区

设“诚信超市”，激发群众“靠行

动获积分、用文明换商品”，引导

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文明建设工程”需久久为功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产物。随着

时代的发展进步，文明的标准也要

与时俱进，当今的“文明”已被时

代赋予更深的内涵、更高的标准。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

中心教授韩跃红认为，文明就个人

行为而言，体现在衣食住行言各方

面。个人文明，言行很关键，任何

时候都要约束自己的言行向着文明

的方向走，不能因小恶影响到整个

国家的文明进程。

“在基层种下‘文明之花’

需落实到个人。只有实现个人的文

明才会有城市、社会的文明。”韩

跃红表示，影响一个地方文明的因

素，首先是人口素质，这也是最重

要的。其次是环境质量。公共基础

设施好的地方，置身于其中的人们

就更容易践行文明行为，但环境质

量受制于经济发展。云南相较于发

达省份经济还有差距。提高人口素

质、改善环境质量是云南要久久为

功的“文明建设工程”。

除此之外，对不文明行为监

管和对公民有效实施文明教育也很

重要。“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这

些点滴行为很容易做到，但如果缺

乏外界的监督和惩罚的压力，也没

有形成普遍的道德自觉，习惯成自

然的人们就会我行我素、随波逐

流，很难依靠自律将这些陋习戒除

掉。”韩跃红表示，在人口素质很

高的环境下，个人也会“入乡随

俗”，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

文明落实到个人还包括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据云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健康文

明生活方式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

的、良好的个体或群体的生活行为

方式。受云南独特的地理条件、多

民族聚居、民情风俗等影响，以及

城乡居民生活方式存在差别，部分

民族地区还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生活

方式，这些都需要改进。对于健康

文明生活方式不能一概而论或以偏

概全，还需要结合各地实际对群众

合理引导。

用“小习惯”推动“大文明”

为提升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云南开始积极行动。根据实施方

案，云南将以培养群众健康文明生

活习惯为抓手，开展个人卫生、家

庭卫生、公共卫生、健康卫生饮

食、遵规守法“五大习惯养成行

动”，在各地开展加强知识普及、

普法宣传、组织培训教育、抓好清

洁美化、加强典型示范、抓实青少

年教育等6项工作措施，推动贫困地

区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同时，云南各地把群众健康文

明生活方式提升行动纳入脱贫攻坚

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安排部

署中，与移风易俗、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爱国卫生运动联动协同

推进。还将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区

域、不同群体，充分发挥农民群众

主体作用，采取自治、德治、法治

相结合的方式，循序渐进、有针对

性地进行教育引导培训工作。

此外，云南还发出“文明餐

桌”使用公筷公勺倡议，倡导用餐

新风尚；实施“百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打造示范点；广泛组织

星级文明户评比，文明家庭创建活

动；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建立长效机

制，打好村规民约、治理小组、

爱心超市激励、管护机制“组合

拳”，让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提升行

动日常化和常态化，由组织行动变

成自觉行动。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

应随之进步，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

区，不能坐等社会意识的自然进

步。”韩跃红认为，推进社会文明

进步，首先，整个社会要有清晰的

道德判断，界定哪些行为是不文

明的，应该制止、禁止和惩处。

其次，有关部门要研究、构建惩戒

不文明行为的机制和手段，推动形

成谴责不文明行为的社会风气。比

如，可以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对不

文明行为进行监控记录，追踪到个

人，以“重罚”警示不文明者。再

次，加大对社区等基层管理部门对

环境质量、文明达标的考核力度。

此外，还需要注意防止文明提升

行动中的“作秀”以及检查之后

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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