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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小到邻里纠纷、夫妻拌嘴，大
到购房纠纷、工资纠纷，这里都能调解。“礼
之用，和为贵。”在曲阜，遍布城乡的 483 家

“和为贵”调解室，汲取传统文化中“和为
贵”“无讼”等思想，把调解工作做在矛盾纠
纷激化之前，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居、
大事不出镇街、矛盾不上交、能调则不诉”。

结合历史悠久的村落较多的实际情
况，山东一方面加强对本地历史文化遗迹
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全省共建
成乡村记忆博物馆210多个，实施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项目 215 个，保护了 14 个濒危剧
种；另一方面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
力量，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比如，邹城市唐村镇对古代嘉礼“乡饮
酒礼”进行挖掘和复兴，“乡饮酒礼”是古时
乡人每年按时举行聚会宴饮的礼仪，在《礼
记》中已有记载，蕴含着尊贤敬长之意，唐
村镇将之与现代的敬老幸福餐相结合，为
传统礼俗注入时代新内涵。青州市益都街
道西高村则每年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读书
论坛等活动 20 多次，辅导学生阅读《论语》

《孟子》等国学典籍，在村内沿街墙体绘制
“新二十四孝”等农民画 60 多幅，引导青少
年感受国学魅力、弘扬传统美德。

铸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日常生活

乡风文明建设，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更要发挥好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山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倡树文明新风，着力加强农村思想道德
建设，新时代文明之花在齐鲁大地绽放。

在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沟村乡村振
兴展览馆的一面照片墙上，今昔对比的照
片特别引人注目。20 年前的后八里沟村，
不仅外欠账目 20 多万元，村里甚至连一条
直的土路都没有，是当时出了名的穷村、乱
村、落后村，党支部软弱涣散、村民无事可
干。2005 年始，退伍军人宋伟当选村党支
部书记，带领村民抓住机遇办集体企业、进
行股份制改革，如今村集体积累固定资产
60 多亿元。每户家庭平均分得原始股金
400 万-500 万元，村民变股民，年年有分
红，实现了原村民 1760 人的村庄向现有居
民3万多人的较大社区转变。

在富起来的同时，后八里沟村格外重
视思想道德建设。《记麦收》《蜕变的后八》

《美丽的后八，我的家》《我们家和后八里村
的那些事》……泛黄的信纸上记录和见证
着村民的精神富足。十几年来，村民撰写
的故事、在村民夜校的读书和学习笔记都
被完好保存。上夜校、看村报、编修村志、
续修宋氏家谱、不定时参与国内外免费研

学活动……成了后八里沟村民的日常。为
鼓励村民学习，村民凭读书笔记还可由村
集体报销买书费。后八里沟村每年还出资
近千万元用于扶弱济困、孝老助老、捐资助
学等慈善公益事业。宋伟表示，一手抓经
济，一手抓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让村民心往
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日子才能越过越
火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融入日常生
活，激发村民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发挥润物
无声的作用。为此，山东印发了《关于倡树
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方案》，大
力倡树“自律助人、孝老爱亲、诚信利他、节
俭绿色、共建共享”的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
方式。在全省确定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示范
点2000余个，编写大众化通俗读本，举办新
礼仪改革工作座谈会，遴选百位专业辅导员
深入基层宣讲，推动美德健康新生活理念进
家入户、落在日常。面向农村群众扎实开展
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理论宣讲。打造基
层党组织书记、先模巾帼等8支宣讲团，组建
宣讲队伍15万余人，打造习语润心、明理胡
同等一大批宣讲品牌；创作《如此生活》《漫
话美德健康新生活》大众读本，推出“苏小妹
说美德健康新生活”等融媒体产品，推动自
律助人、服务利他等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典型带动、生动
实践，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齐鲁乡村
大地上落地生根。

落实：既要亲近农民也要走
进生活

冬日的邹城市，天空中还飘着雪，农舍
和田地像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白被子。一
串鞭炮噼里啪啦后，唢呐声、锣、笙和镲共
同发出的高昂喜乐声传得很远，沿途的许
多村民都出来看热闹。不过这并不是新媳
妇嫁人，而是峄山镇大庄二村的送“好媳
妇”喜报队伍。一行队伍从大庄二村出发，
一直走到相邻的大庄六村“好媳妇”的娘
家，感谢他们培养出孝顺的孩子。这种独
特的表彰形式，让获奖的媳妇和娘家父母
都赚足了面子。

乡风文明建设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
具体的人与事中，因此必须亲近乡村百姓、
走进乡村生活。在文明乡风建设中，通过各
类文明评选活动树立榜样，发挥榜样的示范
带头作用，是山东许多村庄的做法。身边榜
样的评选表彰让村民有了学习“标杆”，让模
范村民有了荣誉感。村民在“比、学、赶、超”
中，构建起乡村德治的根基。

大庄二村党支部书记姜豪介绍，自1993
年开始，大庄二村便开展“好婆婆、好媳妇、
好妯娌”“十佳孝星”“和谐家庭”等评选表
彰。30多年来，累计评选“好媳妇”560余人
次、“好婆婆”480余人次、“好妯娌”1300余人
次，现在大伙不比谁家“阔”、谁家“钱多”，而
是比谁家“荣誉多”、谁的“奖状多”。

亲近老百姓，就要想村民之所想，切实
看到村民的需求。比如，立足乡村养老实
际情况，曲阜市尼山镇鲁源新村兴建了高
标准的老年公寓，142个房间里都配备了卫
生间、阳台、床铺、大衣橱等生活设施，凡70
岁以上老人都能申请入住。另外还设有卫
生所、幸福食堂。在这里，老人花5元钱，就
可以享受一份营养餐。村集体还选派了志
愿者组成“敲门队”，每天早晚两次敲门问
候，确保老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便利。

走进生活，就是要实用，要切实可行。
在蒙阴县常路镇常路村，一份慈善志愿者
公益积分通用计分标准引起了记者注意。

“维修损坏器材计5分/次，引导参与公益计
5分/次，陪老人进行户外活动计4分/次，清
理垃圾计 4 分/次……”这份细则囊括了社
区公益活动组织宣传，关爱儿童、老人、残
疾、特困家庭，村庄环境整治，灾害防治，应
急救援等多个方面，村干部和村民执行起
来可以直接“按图索骥”。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在山东，很多村庄
都有类似的积分兑换超市。卷纸、毛巾、肥
皂、洗衣粉、洗发水、热水壶等日用品都可由
累计的积分兑换，1分相当于 1元钱。细致
入微的积分设计，让村民的每一项文明生活
习惯、每一次的道德善行，都得到了回应，也
许奖励的小物品并不值多少钱，但积分后面
的认可却足够温暖人心，从而让群众自觉养
成文明习惯，进而成风化俗。

创新：以真诚贴心服务推动
移风易俗

当然，在乡风文明建设中，也需要破除
固有的一些陈规陋习。随着农民家庭经济
收入的提高，不少农民在婚丧嫁娶和民俗
活动上的消费越来越多，且村民之间开始
出现相互攀比和竞争的不良风气，加大了
农民家庭经济负担。对此，多部门联合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
乡风的指导意见》，提出争取通过 3 年到 5
年的努力，文明乡风管理机制和工作制度
基本健全，农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得到有
效遏制，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等
社会风尚更加浓厚，农民人情支出负担明

显减轻，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农
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山东积极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大力开
展移风易俗行动，制定群众认可、切合实
际、约束有力的村规民约，发挥党员模范带
头作用，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整治农村婚丧
大操大办、高价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
养”等不良习俗。

“提倡红白理事会全程办理，取消家族
自己办丧”“提倡大锅菜，改用四大盆，取消
流水席”……在临沂市兰山区，凡是按“七
提倡、七取消”的基础标准要求执行丧事简
办，都可以申请 1000 元的区丧事补助。

“2017 年以前，村里婚娶丧葬流行大操大
办。讲排场、搞攀比，村民认为规格排场是
身份和家产的标志，越大操大办越有面
子。”兰山区义堂镇韦巷村红白理事会会长
韦洪庆介绍，“2017 年，村里建成了规范化
公益性公墓，占地10亩，含缅怀堂和地下骨
灰堂。同年，韦巷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将文
明祭祀写进《村规民约》。”

厚葬不如生前厚养。宁阳县八仙桥街
道青川围子村成立红白理事会，为有需求
的村民提供青袖章和小音箱，提供简餐，标
准每人 8 元。兰山区兰山街道砚台岭社区
专门为“白事”准备了缅怀馆，一楼用于举
办悼念仪式，二楼可以布置丧宴，由社区免
费提供场地、音响和桌椅等用具，每桌花费
不到100元，大大减轻群众负担。

婚礼是我国传统礼俗的集中体现，是
每一个中国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仪式之
一。去年七夕，曲阜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
被无数网友点赞。当地深挖儒家文化资源
优势，围绕“婚前礼、迎亲礼、正婚礼”3个环
节，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醮子
礼、亲迎礼、登喜堂、拜天地、婚书信诺、合
卺礼、执手礼”等婚礼礼仪融合贯通，摒弃
不文明“闹洞房”等陈规陋习，制定了一套
符合新时代价值观的新中式婚礼流程。采
用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布景、着装，淡化“彩
礼”等金钱元素，打造“饮醴合德”“家风传
承”“印信盟誓”等特色环节，实现“庄重典
雅、美而不奢”。目前当地 124 个“文明礼
堂”已免费承办、展示新中式婚礼 68 场，乡
村喜事从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的“面子工
程”，回归节俭文明、喜庆欢乐的本源，真正
为爱减负、为幸福加分。

一项文明创建举措，如果接地气，有人
情味，就能让人从善如流，就有持久的生命
力。山东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建设文明
乡风，推进移风易俗，需要创新思维、疏堵
结合、正向引导，让群众在参与过程中有荣
誉感、成就感、获得感，让文明善治之风润
泽广袤乡土。

乡风文明，在传统滋养中倡树新风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为加大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宣传推
介力度，宣传推广内蒙古农畜产品品牌，
近日，内蒙古农牧厅在呼伦贝尔市举办了

“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助力‘十四冬’新闻
媒体推介品鉴会”和移动展厅巡展活动。
参加“十四冬”报道的 30 余家各省市新闻
媒体记者和大会执委会工作人员、代表团
负责人、当地企事业单位代表在紧张精彩
的赛事之余品尝内蒙古美食、品鉴大草原
优品。

活动现场，醇香味浓的奶制品，嚼劲
十足的牛肉干，肥嫩鲜香的手把肉……大
家品尝着各类特色美食，分享彼此的感
受，“沉浸式”体验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

参加“十四冬”的媒
体记者代表和代表团工
作人员表示，在内蒙古
工作的几天里，深深地

感受到了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淳朴与热
情。下一步，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
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内蒙古农畜
产品的魅力和价值，把内蒙古好产品分享
给全国人民。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一级巡视员韩
建刚在致辞中表示，2024 年内蒙古将全
力做强自治区级区域公用品牌“‘蒙’字
标——大草原优品”，开展系列输出营销
活动，完善内蒙古农牧业品牌目录，按照
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宣
传、统一营销的“五统一”模式，重点塑强
30 个精品区域公用品牌和 150 个企业产
品品牌。

内蒙古借势“十四冬”促优质农畜产品“出圈”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3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现将
我社拟通过 2023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进行公示。举报电话：
010-84395039、010-83138953（新闻出版署新闻记者证核发办公室）。

拟通过2023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
何兰生 王一民 詹新华 王 磊 李 炜 杨志华 李庆海 江 娜
施 维 冯 克 焦 宏 白锋哲 彭丹梅 余 瑶 刘秋实 崔 丽
徐恒杰 刘振远 张焕慈 刘 音 郭 涛 黄朝武 雍 敏 杨瑞雪
柴嘉欣 张博羽 曹 茸 周泉涌 买 天 申相磊 卢 静 刘 念
李 鹏 刘 远 顾江冰 王 刚 王文珺 霍子晨 郭永利 王一晴
张健楠 张 萌 朱一鸣 窦悦恒 郑力吉 张凤云 周涵维 梅 隆
陈艺娇 桑 妍 刘自艰 欧阳靖雯 李朝民 梁冰清 高 雅
戴 军 王 伟 刘 然 张 燕 王 岩 刘硕颖 陈 晨 王 冠
刘婉茹 刘梓宪 范英娜 邓荟雯 魏思慧 崔鹏家 王晓乾 朱颖颖
李芸聪 张轩铭 暴佳然 李忆宁 倪杨金子 杜 娟 陈 睿
郭少雅 骆玉兰 韩浈浈 李克欣 裴逊琦 李竟涵 孟德才 赵宇恒
刘知宜 赵新宁 胡 聪 刘诗麟 李 飞 王小川 刘 强 杨梦帆
李 锐 缪 翼 刘 学 王子涵 杨久栋 毛晓雅 姚 媛 祖 爽
高林雪 王 壹 庞 博 李琭璐 房 宁 王 澎 常力强 李清新
王 田 颜 旭 祁倩倩 李金平 赵倩倩 李 浩 王泽农 冯建伟
周 阳 杨 惠 刘一明 雷少斐 王春植 杨曙光 郑海燕 高 文
黄 慧 孙 莹 丁乐坤 于涵阳 郭诗瑀 胡燕俊 侯雅洁 李丽颖
孙 眉 崔建玲 刘 趁 赵博文 赵艺璇 钟 欣 李亚新 李秀萍
李慧斌 刘 菁 李 婧 刘 杰 刘 云 何定明 陈子璇 韩 啸
唐 旭 雷 昱 朱凌青 孙宗亮 陈 涛 牟汉杰 崔现芳 付 雅
杨钰莹 彭 瑶 赵 洁 董家琛 张震宇 宫宇坤 高 杨 郭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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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拟通过2023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公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春回大地，贵州省石阡县困牛山村即将
迎来新一批游客。该村位于石阡县龙塘镇
西南部，地势险峻，其中三面被黑滩河环
绕，被当地村民称为“牛进来后就出不去”
的地方。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曾在这
里浴血奋战，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将红色教育与乡村文旅相融合，打造
红色现场教学点和乡村旅游路线图，建设红
色美丽村庄，助推高质量发展，努力做到让
红色血脉深入骨髓，让红军故事薪火相传，
让美丽乡村人人向往。”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代表、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鞠华国说。

2014 年，鞠华国从外地回到村里，加
入到村庄建设队伍中。基础设施建设、水
电改造、房屋改造、发展特色产业、红色村
庄建设……经过几年的建设发展，困牛山
村的面貌焕然一新，鞠华国也在 2021年 7
月当选为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鞠华国更是把

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村里的发展
建设上来。作为一名村党支部
书记，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急群
众所急、盼群众所盼，通过带领

大家推行党员“积分制”管理，建立《困牛
山村党员纪实台账》，设立党员先锋岗、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等，不断强化加
强基层组织阵地建设，积极为人民群众做
好服务；同时带领广大群众完善基础设
施，发展集体产业，提高人均收入。

在鞠华国的带领下，困牛山村以“红
色资源+村集体经济+乡村旅游+观光农
业”的组织方式，打造生态养殖场、绿色加
工厂，“水稻+油菜”轮作带、林下经济产业
带和精品水果园、生态采摘园、特色花卉
园的“一场两带三园”生态产业集群。

“今年，我将带着《关于支持贵州石阡
将困牛山战斗遗址申报为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的建议》参加会议，建议国家有
关部门在困牛山遗址本体保护与展示工
程建设的项目上，予以政策倾斜和加大资
金投入，将困牛山战斗遗址建设为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让更多的人深入了
解这段历史，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更加坚
定自觉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鞠华国说。

鞠华国：红色美丽成困牛山鲜明底色

（上接第一版）当年作业5000多亩，为服务
企业省工 500 多个，省工钱 10 万多元，为
合作社增收 2 万多元，带动了当地先进技
术的推广应用。在各级农机“土专家”的
支持下，全省农机化推广部门年均举办农
机化技术现场演示推广活动 200 余场，培
训机手 1 万余人，全省水稻机播（插）率达
63.3%，较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

主动承担联农带农社会责任。各级
农机“土专家”除带动社员增收外，还积极
发挥社会责任，探索合作社带动脱贫农户
致富，推动撂荒地复垦复种。黄陂区农机

“土专家”李红润为 6000 多户农户提供农
机作业服务，年服务面积3.5万余亩，直接
安排脱贫户就业12人，帮助脱贫户年均增
收1800余元。张俊培为解决秸秆问题，去
河南许昌农机具生产企业找秸秆还田机
具，下到田间亲自对比试验秸秆还田机械
效果，购买效果较好的机具8台，无偿借给
当地农机手使用，提高了秸秆粉碎还田肥
料化利用率；他还购买秸秆编草绳设备，
示范引导当地农户变废为宝，发展草绳草
编业，编草绳1万多捆，增加农民收入5万
多元。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韩浈浈

山川黛色如青，柑橘树阡陌成行，小
青瓦、木门窗、白粉墙……一栋栋极具巴
渝特色的传统民居错落有致，村中道路
干净整洁，走进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青
龙村，瞬时被掩映在绿水青山中的岁月
静好所吸引。

近年来，渝北区在创新乡村治理机
制，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等方面主动探索，
从先行先试走向先行示范。如今，一个
个生态美、村容靓、产业兴、民风淳、治理
佳的美丽村庄正在渝北大地展现出无限
生机与活力。

在统景镇江口村，农户庭院里“民情
茶室”成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听民情、
问民需、解民忧的前哨站。“以前村里宜
机化整治土地发展柑橘产业，有村民不
理解、不支持，经过政策宣讲和答疑解

惑，很多问题商量后都能现场解决。”江
口村综合服务专干邓娟说。

喝喝茶，说说烦心事，得到了群众认
可。“民情茶室”得以延续成为一项工作制
度，每月的 5 号、15 号、25 号逢“5”开放，

“民情诉求”“政策宣传”“民风变化”“帮扶
调解”“群众智慧”5本台账将民情民意记
录得清清楚楚，小问题现场解决，大事情
经过上报商议后，下个开放日给予答复。

在木耳镇金刚村，“情理堂”同样架
起了干群“连心桥”。

金刚村党总支副书记倪杰介绍，
2018年，村里探索“情理堂”自治模式，组
建了一支由村干部、乡贤、律师、民警等
组成的调解员队伍，哪里有需要就去
哪里。

这家占用了公共空间堆放杂物，那
家修房遭到邻居的阻挠……“很多都是
家长里短的小事，来这里说道说道，几句
话讲开就好了。”75岁的肖远玖作为村里

的调解员，说起近年来调处矛盾纠纷颇
有心得。

不仅是“情理堂”“民情茶室”等自治
模式，为有效提升“最后一公里”治理效
能，渝北区开始探索数字化赋能打造乡
村治理新模式。

“前几天晚上，家里出现线路故障，我
在小程序上填写了求助单，很快就有人过
来给修了噻。”兴隆镇牛皇村村民老汪告
诉记者。他所说的“小程序”，就是兴隆镇
开发的微信小程序“兴隆有礼、亲亲家
园”，点开不仅可以填报供水供电故障、垃
圾清运、违章停车、旅游纠纷等事项，还可
以查看景区旅游地图，获取政策资讯。

牛皇村党总支书记汪清文介绍，2023
年6月小程序上线后，群众只要填报信息
反映问题，兴隆镇基层指挥中心“接单”
后，会立即安排相关人员现场处理，实现
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走路。截至2023
年12月，已处理群众求助500余次。

安装视频监控探头、智能补光灯、太
阳能警灯等，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二维
码门楼牌上墙，扫一扫就能实现人口申
报、驾驶证记分查询、一键报警；全区农
村地区划分网格，配置专兼职网格员，排
查、解决群众诉求……数字化正在改变
着群众的生活，推动全民参与社区治理。

乡村治理，服务好群众是关键，但厘
清基层组织职能边界，让村级组织“松绑
瘦身”“轻装上阵”也很重要。

2021年起，渝北区开始探索“四张清
单”制度，“自治清单”明确村组织自治具
体工作23项；“协助清单”明确村委会依法
协助政府工作27项；“负面清单”明确对执
法事项划出“红线”；“证明清单”取消门牌
证明、健在证明等“奇葩”证明30项。

“四张清单”推行后，为村级组织总
体减负 50%以上，甩掉了“包袱”，村干部
带领村民齐心协力发展产业、共同致富
的信心更足了。

重庆渝北乡村的“治理密码”

近年来，湖南省宁远县
多措并举鼓励打工能人返
乡、县城企业下乡，到集中安
置点创办致富车间 200 余
个，为留守村民搭建就业平
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
实现顾家、赚钱两不误。图
为日前该县柏家坪镇易地搬
迁集中安置点曙光新村的致
富车间里，工人正在赶制
订单。

骆力军 农民日报·中国
农网记者 梁嘉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