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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编道德建设和文明创建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闽西精神文明建设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1982年始，开展群众性精

神文明建设。1989年2月，中共龙岩地委制定《关于加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促进全区开展以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振奋精神、提高素质为目标的思想教育工程，以群众广泛参与为前提的创建文明城

市、文明县城、文明城区、文明片区、文明单位、文明乡(镇)系列活动工程，以改变社会风气、改善投

资环境、优化社会服务为先导的文明环境建设工程，全区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发展。1996年11月，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龙岩地委制定《龙岩地区“九

五”期间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从思想理论建设、革命传统教育、道德建设、科教文卫建设、民主法制建设

以及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方面提出具体的目标和措施，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迈出新的步伐。2001年，

中共龙岩市委制定《龙岩市“十五”期间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同年起，贯彻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不断深化和拓展公民道德建设。通过20年的努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

人心，为人民服务精神和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追求科学、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成为时代的潮流，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全市涌现出漳平发电有限公司、新

罗区西安村、新罗区农业银行、龙岩“120”等精神文明建设全国先进单位及一批省级先进单位；涌现出新

罗区“文化大户”、永定下洋霞村等一些颇具闽西特色的群众性道德实践范例；涌现出饶才富、王灿荣、练

交泰、游卫东、林红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

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庞大，本编重点记述道德建设和文明创建活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内容在本志相

关编章中记述。

第一章组织管理弟一早 z且职冒。璀

第一节组织机构

1987年7月，中共龙岩地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成立(简称文明办)，为副处级单位，由地委宣传部

代管。主任由地委副秘书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同年，成立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由地委书

记兼任。1997年，龙岩市委调整、完善组织机构，成立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简称文明委)，主任由

市委书记担任，副主任由市长担任，常务副主任由市委分管副书记兼任，文明办机构升为正处级单位，办

公室主任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编制9人。各县(市、区)委均设有文明办，为正科级单位。

第二节决策部署

‘1982年7月始，龙岩地区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各县(市)、乡(镇)及基层单位普遍制定3

年~5年精神文明建设规划。1989年2月，中共龙岩地委发出《关于加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提

出全区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必须充分发挥闽西革命老区的精神优势，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文化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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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促进闽西illM开放型经济稳步协调发展

为日标，继续抓好创建文【l』】县城、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活动，进。步t】1=展警民、军K建建

活动，深化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建设为重

点的系列活动，使城乡的社会风气、公共秩

序、服务]：作和环境I!生进一步政善．为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 个良好的社会环

境。重点开展以解放思想、转变瑚念、振奋

精神、提高素质为现实f{标的思想教育：【程：

以群众，1泛参与为前提的创建文明城市、文

明县城、文明城区、文明片K，文}珏j单位、

文明乡(镇)系列活动工程：以改变社会风

气、改善投资王f：境、优化社会服务为先导的

文明环境建设I程，全区群众性精神文明建

设进一步发腥。

首次部分革命老区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

(林密1989年摄)

1994年，按照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部署，全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围绕和服务经济工作中心．

面对区情，面向基层．继续抓住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捕捉闪光点，组织和动员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精

神文明建设活动，为会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7月，在永定县坎

市镇召开龙岩地Ijt创建文明集镇经验交流会。会议围绕着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F，龙岩地区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如何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提高农村两个文明

建设水平等问题进行部署，埘农村集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出意见。

1995年3月，龙岩地委纽织人员对各县(市)领导班子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进行考核。5月，对县(市)

领导班子精神文明建设H标责任制考核方案进行修改补充，正式F发《县(市)党政领导班子任期目标责

任制关于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部分考核内容和考评办法意见》。备县(市)、各单位进一步建立健全精

神文明建设的～系列分上负责、检查落实、信息反馈、竞赛评比和考核奖惩等制度，形成各级党委统一指

导、党政共同负责，备职能部『J卉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局面。6月。中共龙岩地委调整加强地委精神

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由地直23个部门和军分区政治部的领导组成。地委书记赵觉荣任组长，副书记杨

金尼和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张志南分别任副组长。全区逐级建立健全领导班子精神文明建殴目标责任制。

1996年6月，应岩地区召开创建文明城镇工作电视大会，提出整治城镇“脏、乱、差”、创建文Il』|城

镇T‘作的6项任务：抓卫7E管理，解决乱倒垃圾、污水问题：抓车辆交通管鹤!，解决城镇乱停车辆问题：

抓lf J政管理，解决乱摆摊设点问题：抓建筑_[地，解决乱堆放沙行、废料问题：抓广告文化管理，清理乩

贴广告标语和1i良文化内涵的店韶牌匾：抓11j容整治，解决丰街十道和公共场所乱堆、乱托、乱晒等问题。

1l厂J，tI rJL龙岩地委制定《龙崭地陇“九五”期间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从思想理论建设、革命传统教育、

道德建设、科教文l!建砹、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6个方面提出F|标和措施。1997

年，龙岩市委文明办将精神文明建设规划逐条茳项分解．明确捉Lt 5备个部『1和单位在“九五”期问_j．作的

目标和任务，制定《龙岩『}】1997年精神文明建设J：作要点》及实施方案，对仝市精神文明建设的“]L夫竞

赛”活动制定考评实施意见。针对尼岩撒地改『“后首次参加仝省醴IXI{】刨文明城rH活动竞赛的实际，市委

文明办及时制定，龙；÷nr创建文I{月城市J作迎捡方案》和各部门，各职能单位的职责任务．周密地安排迎

榆计划，形成近10／J字的㈨血材料和r玎观的图片资料。编辑19个行业“窗【_1”的测评材料汇编。『iq；l-o

月，在武，fi县科丁f乍计J创建文明利镇j‘作会议，x．tH镇环境建设、社会J趣7i、科技史化教育、礼台治安、

计划生靠』．作以及l—F选文叫』’t活动提m具体要求。同红t+成迂龙岩fH精神史明建设研究会．吸引174个I,tl

体会员和-批具有理沦研究能／』的个体会员，并-(3歼精神文11J】建设理论研讨仑。

1998年始，全市群众惟精神文I__IJ建设闱绕“爱闽西、建龙岩、美家I，日”j再础，创祈求变。”’年．制j芷

《I}1共龙掣÷『订委荑j_稿建柠并缎领导班r糖神文哪j建没1：作}={j标、j：作机制技其考核试行原!Il『j一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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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中共龙岩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考评原则意见》，建立健全市文明委工作例会

制度，每季度召开1次专题会议研究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并制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奖惩措施，把抓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工作能力和政绩的基本依据之一，并与奖

惩、升降、任免、评优选先挂钩，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

1999年，龙岩市着重抓创建文明城(县城)、文明行业、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安全小区“五大

创建活动”。2001年，龙岩市委制定《龙岩市“十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提出精心构筑新

世纪闽西“六大工程”，即思想道德素质工程、科教兴市工程、文化创新工程、文明创建工程、环境创优工

程、依法治市工程；落实“城市抓社区”的部署，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深入

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广泛开展公民道德宣传、讨论、评议和各种公益活动，健全道德规范，树

立道德典型，弘扬道德正气；继续加大城市管理力度，提出加强城市五大管理的实施意见，促进城市管理

进一步规范到位。

2002年，配合全省构建“三条战略通道”的重大决策，龙岩市委广泛开展“学习先进地区文明城市创

建经验，促进区域联片区建”活动，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契机，突出抓好区域共建、诚信示范点建

设和“创建千里文明风景长廊”的建设，推进以龙岩中心城市为龙头，向县城(城市)、乡(镇)、村延伸

的全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第二章道德建设弟一早 旭1悬廷。阪

第一节社会公德

1989年2月，龙岩地委提出深化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建设为重点的系列活动。此后，全区大力倡导

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1993—1994年，开展学习雷玉先、肖

加泉、李玉莲、徐诗战等先进人物活动，树立“舍己救人、无私奉献的好青年——易鸿杉”、“恪尽职守的

检查员李志峰”等先进典型，号召全区人民学习他们扶弱济困、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忠于职守、不畏强

暴的精神。龙岩地区和各县(市)通过演讲会、报告会、征文比赛、图片、电视片等形式，大力宣传易鸿

杉、李志峰的先进事迹。省委宣传部、省委文明办对龙岩地区树立在闽西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的

工作经验进行通报。各县(市)从群众文明道德规范的养成入手，制定文明市民、文明村民等公约，广泛

开展“文明市民标兵”、“文明市民”、“五好家庭”、“十星级文明农户”的评选活动。广大农村开展以“六

提倡、六反对”(提倡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健康娱乐，反对聚众赌博；提倡婚姻自主，反对买卖

婚姻；提倡村邻和睦，反对宗族纠纷；提倡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少生优育，反对超生超育)为

主要内容的移风易俗活动，狠刹聚众赌博、封建迷信、大操大办歪风，逐步建立起城乡文明健康、积极向

上的生活方式。在《闽西日报》开辟“精神文明建设大家谈”专栏，开展道德评议，强化社会舆论与监督。

1995—1996年，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贯彻中共十四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通过各种宣传媒体和文明市民学校教育，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在学习宣传孔繁

森等英雄人物事迹的基础上，地委文明办编辑出版《红土地赞歌》一书，大力宣传龙岩地区的易鸿杉、徐

诗战等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坚持做好革命传统与新时期创业精神相结合的文章，弘扬新时期艰

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创造

性。1996年9月，龙岩建成全国首家社会公德教育馆。该馆位于溪南文化广场边，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

设有展览厅、教育室、办证室及配套设施等。教育内容包括社会公德常识、区情、法律法规、英模事迹、

现代文明礼仪等。对公德馆的教育对象，要求凡是在龙岩(中心城市)生活、工作的所有公民，升学、就

业、上岗、务工、经商，均须先到公德馆学习，通过参观展览，观看录像，阅读文明读本，参加考试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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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领取学习台格证：十{：会公德教育馆建设

得到各级领导和备订荚部门大力支持，受到

社会备界特刖是新闻单似充分关注。《人民I]

报》8月9 lJ蛆《欲做龙岩人．先j：公德课》

一文介绍该馆建设情况。中央电视台《新闻

30分》和《晚问新闻卦王道》等栏H，1：10

』】2 l且4 H分刖以《"it同酋家社会公德教

育馆在福建龙岩落Jj旦》为题进行报道。《福建

¨报》、福建电视台等省内外{‘余家报1=IJ、电

视台先后报道公德馆建设年1】实施教育的情

况；公德馆还以其特色的教育方式吸引兄弟

省、地、『1 J人员前往参观，至2002年，公德

馆举办人，弘展览28次，接待学爿参观者40 龙岩市市民在公德馆接受教育

万人次，其中5万I{】民领取教育学习合格证。 (龙岩市方志委供稿 2002年撮)

1997年，龙糟市委、m政府把突出发扬闽西老区的革命传统和新时期创业精神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点。

间时，为培养龙岩市民的“都市意识”，提高城市的综合文明水平，在全市开展“市民十个一”教育活动，

即： ·月一个卫生F1，见面一句文明语，1二干净净一篮菜，童叟无欺一个价，整洁归位一问店，每天垃圾

装一袋，、F坦整洁一条巷，拐弯暗处一盏灯，车辆停放一条线，工地施工一围栏。

1999---2000年．刚绕“爱闽西、建龙岩、美家园”主题．开展向不文明行为告别等活动。2000年9

月t1-旬，在龙岩市社会公德馆举办“崇尚科学文明、反对迷信愚昧”的展览．市、区干部群众和中小学近

2万人次接受教育。新岁、漳平、}二杭、长汀、连城等县(市、区)还把展览延伸到学校、圩场、乡(镇)，

扩久教育面。

200l一2002年．龙岩市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契机，以“倡导新道德、塑造文明形象”

为主题，紧紧抓住影响人们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公民

道德教育和实践。市委、『}丁政府制定贯彻“纲要”的若干意见，明确工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和目标要

求。市委文明委及时下发《关于开展(纲要)学习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明确党委一把手是履行道德建设

荒一责任人的职责。并地把道德建设纳入精神文明目标管理考核，把它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是古I骚持“睡手抓，两手部要硬”的重要内容与标准。并作为奖惩的重要依据之一。各县(市、I戛)各有

天单位和部门、街道居委会通过文化夫户、‘蠢教中心(站)、JJ播电视、黑板报、宣传栏等广泛开展学习宣

{‘“纠疆”活动。备行各、lp结合各自实际开展主题活动。龙岩市、新罗区委文明委组织举办“道德之光”

文岂晚会。J：抗县“婆婆帝传队”和武平县组织的文艺节日，深入街头、进村入』、巡回演出，受到群众欢

迎。各地碰以台ⅣJ、挂历、《f{，民教疗读本》等形式把“纲蟹”内容、公民道德行为规范、『1]民行为规范印

发到J’人fHKy-th 2：队道德t}，的“爱刚守址、明丰L泼信、勤俭f_l强、敬业奉献”基本道德规范逐步深入

人心，在城m Jr胜“缱社Ix，荚家同”t题活动=新罗区“t-万『}】【乇议龙岩”、K汀县“万人议汀城”、漳

·hH“l’1名公仆F琏J：：”；．i动，效果明娃。n：农村，F展“爱家乡、尽义务”为主题活动。J：杭县荣地乡精

神文明民川促进会、新罗K张人振的“科技致富指导站”、林亿汉ffJ“野粜文学．}i=”．促进半地思想道德活

动的”胜。水定±÷湖jK乡连塘L女书社树起“成／j‘”、“功德”、“能人”、“尊老”、“好样”5个榜。宣传霓献

娃管、盘敖成才、勤俞撤饼、家庭和睦的人，让他们成为年轻人追逐的“叫毽”、中年人学习的楷J15l，促进

村民思想道德观念的转化对道德建设f|J成绩砬著的学位日1个人给r表彰，对j：道德建i殳丁作落开和问题

突}f1的给予适当批汁，}Hj；；fJ栏段．以此促进符部f】、符即．他_l叶道德建垃的蕾桃。趁2÷电挂台莉：《百姓桃点》

栏I川·纣4、道德{J：儿进⋯曝光：新罗∽征仃线}U说台"改《道德多棱镜》F}1、漳f电视台”设道德评议

栏，州违背孔会公德的不上仃JJ．■r年|l迂驻违划行为进行曝光’j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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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龙岩市市民文明公约

爱国爱乡 和衷共济 建设龙岩 振兴中华 敬业乐业 发奋进取

诚实守信 尽职尽责 弘扬公德 遵守秩序 讲究卫生 爱护公物

保护环境 植树种花 服从规划 美化龙岩 礼貌待人 热情亲切

仪容端庄 举止文雅 崇尚科学 尊师重教 移风易俗 优生优育

奉公守法 见义勇为 祛恶扬善 助人为乐 敬孝尊贤 拥军优属

邻里团结 家庭和睦 文明交往 礼遇外宾 自重人格 ’共珍国格

遵守公约 从我做起 文明进步 多作贡献

第二节职业道德

1989--1992年，龙岩地区广泛开展职业道德建设系列活动。1993年起，在全区进行各种“创优评佳”

活动，如“十佳交警”、“敬老十佳”、“见义勇为十勇士”、“巾帼十大标兵”、“青年十大科技致富能手”等

活动，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树立文明新风。1994年，全区各县(市)开展以“颂创业精神，扬英模

业绩”为主题的活动，发挥身边的典型和榜样的力量，激发闽西人民“知我闽西、爱我闽西、建设闽西、

振兴闽西”的热情，形成高扬时代主旋律的社会氛围。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窗ISl等活动，

促进职业道德建设，有效地推动行业风气的好转。

1995—1996年，龙岩地区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福建省委《贯彻(爱

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规划》。地委文明办与地区工会、地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爱国、敬业、奉献”职业道

德演讲比赛，由各县(市)和地直12个系统在层层演讲比赛基础上选拔19名选手参赛，评出一等奖3人，

二等奖6人，三等奖10人。开展以学雷锋、树新风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建设活动，呈现出单位高度重视、

组织细致、声势浩大的特点，仅龙岩市(县级)各单位组织的学雷锋为民服务一条街活动，就有74个基层

的1808名职工参加，服务项目48项，服务群众达4万多人次。全区坚持对干部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广泛开展学徐虎、李素丽等

先进典型活动，职工的事业心、责任感有较大提高，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大批涌现。龙马集团公司荣获全

国职业道德先进集体和全省职业道德“十佳”先进集体称号；长汀县汀州医院戴俊生获全省职业道德“十

佳”先进个人称号。

1997年，以优化窗口行业服务质量为重点，在工商、税务、金融、邮电、交通、电业、内贸、卫生、

交警、宾馆等lo个行业组织开展创建“文明窗口”竞赛活动，龙岩地委宣传部、地委文明办、地区财委联

合开展以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维护消费者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创建“放心店”活动，商业、粮食、物资、供

销、烟草、石油、医药等7个系统中创建一批价格、质量都让老百姓满意的“放心店”。全区共评出地区级

“放心店”59家。为了大力宣传行业先进典型，地委于6月表彰闽西青年“十大标兵”、“见义勇为十佳勇

士”、“巾帼建功十大标兵”、龙岩“120”急救中心等一批文明窗口典型，在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取得较

好效果。．

1998年，全市各地制定和实施“lO万职工大练兵、献计策、比贡献”活动和“10万职工职业道德标

兵竞赛”活动计划。全年全市有15．47万名职工参加岗位练兵，开展各种技术比武700场；有1667个基层

单位17．05万名干部职工参加竞赛。各地普遍开展职业道德演讲比赛和评选职业道德标兵活动。龙岩“120”

急救中心被评为福建省职业道德十佳单位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先进班组，龙岩电业局被评为福建省职

业道德先进单位，丁玉玉被评为福建省职业道德十佳标兵，阙联云、罗荣先被评为福建省职业道德先进个

人a市总工会、市委宣传部、市委文明办联合评选出市“十佳”职业道德标兵。

1999年，各地认真组织开展“10万干部职工职业道德标兵竞赛”和“百家窗口”文明优质服务活动。

同时，以抓先进，树典型工作为主，推进职业道德建设活动的开展。在大力宣传龙岩“120”急救中心、王

振民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基础上，推出饶才富和王灿荣(参见本志人物传)两名先进人物典型。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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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1981年2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龙岩支行红坊营业所主任。他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

民用好权，管好钱，不以权谋私，不搞权钱交易。饶才富任所主任20年经手放贷3000多笔，累计资金2．3

亿元，没有一笔贷款沉淀，并成功收回历史遗留贷款129万元，创下全省农行1000多家营业所、分理处中

惟一10年保持贷款“三无”(无逾期，无呆、滞账，无挂账利息)的业绩。龙岩市组织“王灿荣、饶才富

先进事迹报告团”赴全市各地巡回演讲，在社会公德馆举办“学习饶才富先进事迹图片展”，在全市形成一

种学习先进、弘扬正气的新风尚。2000年起，职业道德教育活动纳入龙岩市“创文明行业、建满意窗口”

竞赛活动，有26个行业参赛，确定50个“满意服务”示范点，不断提高优质服务的水平。

2001--2002年，继续推进行业职业道德建设活动。机关以“创文明机关，做人民公仆”为载体，积极

开展“文明单位”、“文明科室”、“优秀公务员”等评比活动。文明机关的创建活动与机关效能监察和群众

测评相结合，促进机关作风的转变。2001年，市直机关表彰“文明科室”30多个。 ．

第三节家庭美德

20世纪80年代后期，境内家庭美德活动以“‘科’(科普知识)明理，以‘教’(家庭教育)育人，以

‘文’(文化娱乐)冶情，以‘卫’(卫生常识)健体，以‘体’(体育锻炼)强身”为内容，通过举办读书

读报、时装表演、千名妇女长跑、气功、烹调、美化家居等活动，陶冶情操，提高家庭成员素质，促进社

会安定和两个文明建设。1990～1992年，龙岩地区有近5万户家庭、‘15万多人次参加活动，涌现出“好婆

婆”、“好媳妇”、“好母亲”、“好女儿”3433人，“好家长”4529人，“五好家庭”22174户。各地组建禁赌

协会、失足青少年帮教小组等2027个，开展“母教子、妻劝夫、姐妹帮兄弟”等劝赌活动。1991年，武

平县桃溪乡亭头村赌头李某，经妻子多次耐心劝说，戒赌后，开荒种桑1公顷多，走上勤劳致富道路。1992

年12月，上杭县蓝溪镇100多位未婚女青年，敢于冲破结婚靠彩礼抬身价的旧习俗，兴起“先学技术后结

婚”的新风尚，深受群众赞扬。同时，积极抓好家庭“三优”(优生、优育、优教)咨询服务工作。地、县

(市)分别成立家庭“三优”教育咨询服务站，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专业人员上街咨询服务，接待来访家

长、儿童11万多人次。举办家长学校1176场，参加人数达17．6万人；开办婚育学校478所，参加学习的

妇女24282人次；举办家教讲座1120场，听讲人数17．2万人次。举办“三优”教育骨干培训班1550多期，

培训家教骨干近9万名，为提高家庭教育水平，优化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促进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起到

积极作用。

1993年，家庭美德建设向纵深发展。在内容上，把法制教育、道德教育、普及家教知识、学习科学技

术等融为一体；在形式上，把评选表彰先进与开展母亲节、老年节、家庭运动会、知识竞赛等活动紧密结

合，使群众在娱乐中受到教育。母亲节期间，在全区城乡开展征集“献给母亲一句话”活动。在老年节前

夕，召开全区“老有所为”、“尊老敬贤”经验交流会暨表彰会，表彰王金秀等9名“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和陈惠英等9名“尊老敬贤”好儿女，弘扬了正气，弘扬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1994年是第一个“国际家庭年”，5月15日为第一个“国际家庭日”。龙岩地区围绕“家庭：变化中

世界的资源和责任”、“家庭和睦与进步”等主题，运用广播、电视、报刊、专栏等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在

龙岩电视台开辟《欢乐家庭》专题节目，每星期一、六晚上系列报道“美好家庭”20多户的先进事迹，受

教育人数达百万人次。设立“国际家庭年”专栏，宣传“国际家庭年”的来历，创建美好家庭的意义和评

选条件及“美好家庭”户事迹，推动活动开展。各地在母亲节期间，围绕“歌颂母爱、弘扬母德”的主题

举办纪念会、座淡会、演讲会，组织中小学生及幼儿园小朋友开展“为母亲唱一支歌，朗诵一首诗，讲一

则故事，做一样可口饭菜，写一篇歌颂母爱的作文”等活动；组织慰问革命老妈妈，为他们做好事、送温

暖；开展有益于母亲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在全区上下掀起“尊母、爱母、敬母”的热潮。漳平市在广大

母亲中开展“为社会培养舍己救人易鸿杉式的下一代”活动，号召广大母亲以身作则，勤奋学习，乐于助

人，为社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见义勇为的一代新人。连城县开展“我为家庭献一份

爱心、献一份真诚”为主题的家庭系列活动，组织广大妇女开展“婆婆互夸”、“媳妇为婆婆巧打扮”、“家

家乐晚会”等活动，促进家庭民主、和睦、幸福、向上。当年，全区共评选出地、县(市)级“美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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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户，其中地区级30户。

1995一1996年，龙岩地区把开展家庭美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以教

育为主，加强对广大妇女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国情、省情、区情、

形势和革命传统教育，强化“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教育，开展“党在我心中、家家

爱闽西、人人兴中华”演讲比赛，组织“新女性的奉献”、“巾帼建功”事迹报告，评选“十大种养女能手”、

“十佳庭院经济开发大户”、“少生快富标兵”、表彰“优秀妇干”、“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和“献爱心、送温

暖”等系列活动，树立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典型。全市涌现出“好婆婆”、“好母亲”、“好媳妇”、“好女儿”

3400名。各地还与“双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利用妇女夜校组织学文化、学技术，走

科技致富、科技兴家之路。开展互助扶贫活动，发动女企业家、女能手、女专业致富标兵与贫困妇女结对

子，从技术、信息、项目上扶持妇女，尽快脱贫致富。各地还把家庭美德建设活动与群众性共创活动结合

起来。地区妇联开展的“家家学、家家美、家家新、家家乐、家家健”活动、龙岩市(县级)的“十星级

文明家庭”评选、武平的“创建文明片区”、连城县的“姐妹爱家互学协会”、上杭县的“移风易俗促进会”

等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效。全区授予“五好文明家庭”、“十星级家庭”和“双文明户”达2．5

万户。永定县仙师乡有60多位女青年转变择偶观，不嫁“科技盲”，不图腰缠万贯，只求一技之长，与自

己中意的“科技郎”喜结良缘。上杭县蓝溪镇湖里村妇女赖晓英，婚事新办，结婚不讲聘彩礼，不办酒席，

节约1万多元，在该镇传为佳话。

1997年，中共龙岩市委制定《龙岩市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在全市广泛开展“把知识送给家

长”活动，大力宣传百题“三优”知识。各级家长学校广播宣传百题“三优”知识，出版宣传专栏，组织

宣传咨询服务活动，接待家长和儿童3000多人次，分发宣传材料6180份；全市翻印百题“三优”知识测

试卷21413份；举办“三优”知识培训班200期，参训家长12576人。市妇联举办《年轻妈妈读本》读书

心得演讲比赛，有10位年轻妈妈代表参赛。全市有109位年轻妈妈获得全国“年轻妈妈读书活动”荣誉奖。

各地不断拓展家庭美德建设的内涵，广泛开展创建“五好文明家庭”活动。评出“五好文明家庭”4710户，

其中，市级“五好文明家庭”30户，省级8户。上杭县茶地乡茶地村户主温桂金家庭被中共中央宣传部、

全国妇联等单位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同年，评选表彰金婚、银婚佳侣各10对。

1998--1999年，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把“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与创建文

明安全片区、文明村镇、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形成社区文明建设的有机整体。通过报纸，面向社会征集“五

好文明家庭”户118户。全市各地涌现出“好夫妻”、“好婆媳”、“好儿女”1000多名。为了进一步倡导“男

女平等、夫妻和睦、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市妇联与市直党工委联合举办“家庭

美德建设讲座”，市纪委、组织部联合表彰8名“廉内助”，发出“巾帼倡廉”倡议书3000多份。全市开展

“尊老爱幼活动周”活动，为老人、孩子办好事、实事达500多件。重视对家庭伦理道德的调查研究，积

极配合人大、政协、司法部门深入基层开展婚姻家庭美德建设、家庭暴力、家庭教育、农村老年人权益保

护等专题调查，并进行研讨。

2000年，龙岩市县、乡两级共表彰“五好文明家庭”2174户，有10户被评为福建省“五好文明家庭”。

开展“家庭好角色”的评选活动，各级共表彰“好夫妻”、“好婆媳”、“好儿女”2100(对)个。为进一步

倡导弘扬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观，全市共征订《家庭道德格言》13万多本。新罗区妇联开展家庭美德知

识有奖竞赛活动，印发有格言内容的答卷2000多份，将“学格言、用格言”家庭道德活动推向深入。200l一

2002年，全市开展“世纪父母读书活动”，有3．6万个家庭参加活动，发放《写给世纪父母》书籍3．52万

册，通过读书、答题、交流等活动形式，传播科学的家教思想和方法，促进家庭成员素质的提高，不断深

化家庭美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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