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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常态
化创建，关键在于找
准问题、弥补短板。
如中医看病，先要把
准脉，弄清病根，然
后对症施治，如此则
会取得事半功倍的
效果。

所 以，找 准 问
题、弥补短板对文明
城市常态化创建至关
重要。创文这么多年，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
一项熟悉的工作。正
因为太熟悉，面对考
评新指标、创文新要
求，就缺少了发现问
题的敏锐性。干任何
工作，如果没有问题
意识，那就会满足于
现状而止步不前，更
谈不上提升。

找准问题弥补
短板，重点在一个“准”字上。面对
创文整改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
况，当前重点是在弥补短板上下功
夫，这就要把问题找准、找实，一定
要一项一项对照审视——创文资
料有没有缺失、硬件达不达标、软
件到不到位？各级都要拿着“放
大镜”找问题，拿着“显微镜”寻“病
灶”，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抓整改，而
不是在各个指标上平均用力，既浪
费人力又浪费时间。   

找准问题弥补短板，关键在
一个“干”字上。各级在创文方面也
做了大量工作，对以前做得好的继
续巩固，当下要把创文中存在的
问题、弱项、短板分类梳理，建立台
账，挂出“任务图”，划定“时间表”，
逐项逐条落实，整改一项销号一
项，以不解决问题决不收兵的务实
作风，把问题整改到位。

找准问题弥补短板，主要在
一个“实”字上。说一千道一万，创
文的落脚点要体现在实效上、体
现在变化上。行人闯红灯，车辆不
让人，随地扔垃圾……人的素养
没有提升，人的行为没有改变，这
是创文最大的短板。人是创文的
重要因素，要下大气力纠治影响
文明的行为，以人的文明行为展
示城市文明形象。

全国文明城市的金字招牌
来之不易。各级应以壮士断腕的
决 心，认 认 真
真 找 问 题，扎
扎 实 实 补 短
板，给 全 市 人
民交一份满意
答卷。

商家占道经营  
行人通行受阻

12 月 2 日上午，在市
区陈仓园二路西段，一家

药店为了搞促销，直接将
广告充气拱门搭在了人行
道上，原本宽敞的道路被
占去了一大半，从此路过
的市民不得不绕行。

本报记者组

法官线上调解  邻居握手言和
渭滨区姜谭路街道办线上调解一起邻里纠纷

本报讯 市民因纠纷到法

院调解不是新鲜事，而近日，家

住渭滨区姜谭路街道一小区的

两名居民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

式，“足不出户”与法官“面对

面”，完美地解决了纠纷，这种

方便快捷的方式得到了居民的

称赞。

进行视频调解的杨先生

和李女士都住在姜谭路 44 号

院，二人因一些邻里小事产生

纠纷，自行调解无效以致到了

要上法院的地步，然而双方又

因时间凑不到一块等原因，一

直未能很好地解决。渭滨区姜

谭路街道办相关工作人员了

解到此事后，利用二人所在小

区的“居民会客厅”网上调解

平台，邀请二人与渭滨区人民

法院建立三方视频通话。调解

当日，李女士来到“居民会客

厅”，杨先生则在自家附近，三

方视频通话建好后，会客厅里

的大屏幕电视上对调解全程

进行“现场直播”，渭滨区人民

法院、街道办、司法所等部门

工作人员在现场负责技术保障

和联络三方。在视频通话过程

中，法官按照民事调解的程序

和原则对二人进行耐心细致地

调解。由于法官的介入，以及

这种新式的调解方式，双方都

端正了心态，由过去的“怒气

难消”变成了“有话好好说”。

经过近两个小时调解，二人最

终和解，表示以后在小区里要

好好相处。

据了解，这个网络调解平

台是姜谭路街道办事处今年 11

月打造的，今后这个平台还会

扩充功能，可连线政府部门、医

院、学校等，让居民不出小区就

能了解政策、寻医问药、学习技

能，把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便

利送到群众身边。

本报记者 黎楠

辅导员大赛宝鸡选手喜获殊荣
本报讯 12 月 1 日，第五届

陕西省科技馆辅导员大赛在陕

西科学技术馆隆重举行，全省有

8支代表队 60名选手参加比赛，

我市派出的 5名选手全部获奖。

陕西省科技馆辅导员大赛

自 2016 年开始举办，至今已成

功举办五届。目的是为全省科

技馆搭建学习交流平台，提高

科技辅导员综合素质和专业技

能，提升科技馆服务公众的能

力和水平，引领科技馆行业高

质量发展。参赛选手们运用趣

味实验、科普剧、演讲、歌舞表

演等形式为观众送上了一场科

普盛宴，实现了科普知识性、趣

味性、互动性的有效结合。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陕西

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经过两

天激烈角逐，我市选手郭丹、杨

婷荣获个人单件展品辅导赛一

等奖 ；由赵润宝、王月皎表演

的《神奇的气球》荣获科学实验

一等奖，高嘉营、郭丹表演的科

普剧《雪宝的奇妙生日》、杨婷

表演的朗诵《筑梦蓝天 奋进宝

鸡》荣获其他科学表演二等奖。

（田艺 )

金台区金星村 ——

水坑影响群众出行
希望及时填补修复

本报讯 12 月 2 日，记者在

金台区陈仓镇金星村通往引渭

渠的拐弯处看到，路边有一个

大坑，车辆通过时，坑里的水就

会飞溅出来。

当天上午，天下着蒙蒙细

雨，在金星村通往引渭渠的拐角

处，一个长约 2 米、宽约 1 米的

积水坑特别显眼，且周围凹凸不

平（见左图）。记者在该处观察发

现，两三分钟就有一辆车通过。

由于道路狭窄，摩托车、三轮车

都会选择绕开积水坑，而面包

车、小轿车及其他车辆无法躲

避，在转弯时会陷在水坑里，车

身倾斜，不仅十分危险，还会溅

出脏水。

该村一位村民说，天一下

雨，坑里就积水，加之路又湿又

滑，车辆或行人路过此处都十

分危险，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填

补修复。         本报记者组

市区大庆路金台市民中心段 ——

行人随意横穿马路  

本报讯 12 月 2 日，在

市区大庆路金台市民中心

段，不少市民为图方便，随

意横穿马路的现象时有发

生，既不安全又不文明。

当天上午 11 时许，笔

者途经市区大庆路金台市

民中心段时看到，一名中年

妇女与一名中年男子从马

路对面快速跑到宽约 2 米

的绿化隔离带中，另外一名

两手提食品的中年男子见

自己前面有人横穿马路，也

紧跟其后，在车流中通过马

路（见上图）。过往司机见状

纷纷减速让行。然而，在距

此处东、西不到 50 米就有

人行天桥和斑马线。笔者观

察十分钟发现，这里随意横

穿马路的市民有20人之多。

笔者呼吁，为了安全，

请遵守交通规则，珍爱生

命，文明出行。

（王菁 白杨）

“宝鸡李子柒”杨小靓 ： 

用短视频记录乡村生活之美
本报记者 周淑丽

最近，我市扶风县有个叫

“农村杨小靓”的女青年在短视

频平台上火了，关注她的粉丝近

百万。有人说她是宝鸡版的李子

柒，用镜头营造令人向往的“乡

村美学”，也有人说她背后有强

大团队，才能把枯燥的乡村生活

“包装”得如此美好。12 月 1 日

下午，当记者前去采访时，杨小

靓笑着说 ：“我没有团队，所有

视频都是手机拍摄，就是日常生

活的真实记录。”

“不是表演生活，是真实过日子”
杨小靓原名杨宇亮，30 岁，

为扶风县城关街道四家堡村人。

今年疫情发生后，因疫情防控不

能出村，她在家里闲来无事，就让

丈夫李亚军用手机拍摄自己做饭

的视频。按她的话说，一开始拍

视频经常“翻锅”，一个简单的炸

油糕几次拍不好，不是焦了就是

味道不好，要不就是视频没抓住

重点或者拍虚了，两口子经常为

此争吵。为了炸好油糕，杨小靓专

门请教了一位曾摆摊卖油糕的亲

戚，李亚军也在网上反复学习拍

摄技巧，慢慢地两人配合越来越

默契，拍的视频越来越受欢迎。如

今，“农村杨小靓”在快手上有粉

丝 43 万，抖音粉丝 55 万，粉丝量

每天还在不断增加。

翻看杨小靓发布的 200 多

条短视频，不是在地里干农活，

就是提上篮子到地里挖菜、回家

做饭，经常出现在镜头里的有她

勤劳而不善言辞的公公、与她

一起做饭的婆婆，以及两个可爱

的女儿和一条被粉丝取名叫“果

冻”的小狗。视频中朴素的农家

院、绿油油的菜地、烧着柴火的

灶、一家人其乐融融吃饭的场

景，经常引发网友讨论。评论中

有网友留言 ：“让我想起了小时

候我妈做饭的样子。”“这个儿媳

妇真能干，婆婆肯定喜欢。”也有

网友质疑这种美好的乡村生活

是包装出来的，杨小靓说 ：“农

村人平时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

不是表演生活，只是记录真实的

日子。”

“最开心的是卖掉滞销农产品”
让杨小靓意识到自己成为

名人的是几件小事。她发布了一

条打搅团、吃搅团的视频，网友

在下面吵翻了，一部分人问她吃

搅团为啥不嚼就下咽，一部分人

充当“自来水”回复吃搅团本来

就不嚼，视频点赞近 10 万。还有

一次，她去镇上“跟会”买东西，

没想到人还没回到家，扶风很多

人已经拍下了她赶集的视频发

到网上，兴奋地分享偶遇网红的

经历。

流量上来了，很多人来找杨

小靓带货。但杨小靓和李亚军却

有自己的原则，不接受视频中植

入广告，不带自己不熟悉的产品，

她的货架上只有擀面皮、醋粉、油

泼辣子、锅盔等简单的商品，但带

货口碑却接近 5 星。杨小靓说，她

一开始就是拍着玩，火起来纯粹

是意外收获，视频的风格也是在

网友指导下逐渐固定的，所以她

带货就要对得起网友的信任。最

让杨小靓高兴的是，今年通过网

上直播，帮家里和乡亲卖掉了 3

万多斤核桃、2 万多斤苹果，周

边一些卖不出去的核桃和苹果都

被她收过来在网上销售了。她还

经常被邀请去帮助果农卖货，市

妇联还给她颁发了“奉献爱心聚

力扶贫”的证书。

如今，视频拍摄成了杨小

靓两口子的主要工作。杨小靓透

露，拍视频的收入比两人出去打

工要强，而且在家可以照顾老人

和孩子。以后，他们还会一如既

往地通过短视频传递农村真善

美，做有正能量的视频博主。

我的城市我的
与文明同行

家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杨小靓在做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