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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石屏县杨凯华：作为与
乡村联系紧密的基层政府，负有引
领和建设文明乡风的直接职责。基
层政府可以组织开展以赠送年历、
写春联、画年画等为内容的文化文
艺下乡活动，为群众置办“精神年
货”。同时，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可筹措部分资金，用于走访
慰问生活困难的群众，让过年更有
人情味。

    
大理州南涧县张至松：首先，

回家过年不妨带上“文房四宝”等，
给街坊邻里送上几副手写的春联，
也是一件乐事；其次，放下手机，

全家聚一起一边看春晚等节目，一
边叙旧，共同规划新一年的美好生
活；最后，以家风为主题，重温仁
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让“年味”
更浓。

    
昭通市王玉学：一年之计在于

春，对新一年的工作学习计划要早
作打算。可利用春节闲暇时间，认
真梳理过去一年的工作，充分听取
家人、亲友的意见建议，明确新一
年的目标，谋划新一年的安排，凝
聚起在新起点再出发、再努力的力
量，为全年工作学习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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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时，吃乡宴、叙亲情、品乡愁，对于热闹乡村、留住年味

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要避免聚集性活动引发疫情的风险，并

谨防“人情年”“赌博年”等出现，让原本清爽的年味出现“异味”。

打好“预防针”。各级部门要将“弘扬清风过好年”作为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制定工作预案，层层压实责任。

乡镇、村组可通过建立 QQ 群、微信群等方式，采取春节前发一条

手机信息、一次警示提醒等方式，要求在家群众和在外过年的人员

文明过年、过文明年。

上好“引导课”。宣传、公检法等部门，要向群众广泛宣传过

文明年、文化年的重要性，让村民在礼尚往来中注入时代新风，在

人情交往的“礼包”中多装入“真情”“文化”“文明”等元素，

切忌充塞过多“人情”“金钱”“功利”等庸俗的东西，确保年味

清清爽爽、乡愁源远绵长。

办好“乡愁宴”。各地可结合实际，提前谋划，组织开展农村

发展成就摄影、征文等比赛活动，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近年来

各地农村，尤其是脱贫攻坚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在往昔今日

的对比中，增强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深厚感情，凝聚起奋进新时代、

谱写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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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报道，近期黑龙江省疫情的早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
来自同一个村，该村不少村民曾于元旦前后不止一次参加婚宴，从而造成
多人感染。疫情扩散与婚宴等聚集性活动有很大关系。春节前后，农村各
种婚宴、聚会等活动增多，村民该如何提高防控意识，防范聚集性疫情？

下期话题：村民如何提高防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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