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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见习记者 陈银银

走进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西北部的石家
营村，宽敞的水泥路面干净整洁，独门独户的
小院子周围种满了鲜花。如果不是村委会门
口宣传栏上“石家营村”几个字的提醒，会让
人以为此刻来到了一个舒适的度假村。

“全国文明村”“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
设’典型案例”“全国村歌示范基地”“北京最
美乡村”……走进石家营村委会，进门处的两
面墙上被奖牌装饰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村
委会的工作人员骄傲地告诉记者：“有一百多
个奖牌呢，您去村里转转，那儿才更有看头！”

一个普通村庄是如何蜕变成为“明星文
明村庄”？文明乡风建设背后有哪些好经验、
好做法？近日，记者来到石家营村进行探访。

立“家规”增强主人翁意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村规民约是村民
集体意愿和智慧的体现，约束着村民的言行，
是村民自治的基础和依据。

在石家营村，村“两委”干部胡立争更愿
意将“村规民约”叫作“家规”。提起当时“家
规”的制定过程，他记忆犹新，先是村“两委”
讨论，再拿出基本方案在村民大会上讨论，之
后村“两委”反复商量细节，经过近二十轮讨
论才最终确定。“我们的村规民约还不是一成
不变的，后续根据村子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我们会动态调整里面的内容。”胡立争补充
道，“说它是‘家规’，是因为石家营村是一个
大家庭，村规民约不是单纯约束，更多的是激
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让村民意识到自己是
石家营的主人。”

石家营村通过设立“婆媳澡堂、老年人精
神文明奖、垃圾定点回收奖励机制、利益导向
节水补贴机制”四项规定，从生活中的小事着
手、以“奖”代“惩”，调动村民共同参与村集体
建设。

“婆媳澡堂”是村里出资建起的 200 平方
米的澡堂，面向全村免费开放，前提是年轻人
洗澡必须陪着老人一起来，通过洗澡这件小
事，为年轻人搭建起孝老爱老的平台，拉近了
邻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老年人精神文明奖”从过去无条件给村
里老人发放补助到需要老年人爱护公共卫
生、不乱说脏话等才予以发放。不仅如此，为
了鼓励老年人教育好子女晚辈遵守各项规章

制度，村里又为每位老人每月发放 100 元“操
心费”，同时规定：如果老人的子女或亲属出
现不文明行为则取消补贴。小小机制，激发
了全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情和干劲。

“垃圾定点回收奖励机制”要求每户村
民在规定时间内将分好类的垃圾倒入指定
地点，对按规定做好垃圾分类的家庭每天奖
励 1 元钱；“利益导向节水补贴机制”则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规定每位村民每月生活用
水 3 吨以内每吨 1 元，超出部分每吨 4 元，同
时村里每月给每位村民发放 3 元用水补贴，
有结余的归村民个人，如此石家营村每年可
实现节水 4.5 万立方米，为村里节约开支 5.4
万元。

以文明做法“激励”更多文明习惯，石
家营村将约束行为的村规民约转化为激发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让村民在参
与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增强主人翁
意识。

“家文化”营造文明氛围

“来，带你看看我‘家’。”在石家营村村史
馆，胡立争一脸神秘地对记者说，“你能看出
来这像个什么字吗？”原来，村史馆的整体设
计布局以汉字“家”为原型，将村庄发展的重
要节点分为几个“章节”，每个“章节”的文字
和图片展示都在“家”字的一笔一画上。

2010 年，石家营村逐步确定以“家文化”
治村，并提出石家营人的三种关系：年长者是
父母，同龄人是兄妹，年幼者是孩子。为何提
出以“家文化”作为村庄发展的核心理念？胡
立争回忆道，和过去相比乡村的人情味淡了，
最明显的是过年没有氛围了，“没有人情味
儿，就没有力量，村里的人心就聚不齐，就要
有人带头提出这件事。”将村子变成“家庭”，
将“治村”变成“治家”，人人都是家庭成员，在
推动乡风文明治理的同时，也在整个村子里
营造浓浓的“家庭”氛围，极大提高了村民的
参与感和幸福感。

为此，村“两委”充分利用“重阳节”“父亲
节”“母亲节”等节日举办爱老敬老活动，邀请
村里的老人们到村委会一同庆祝，切蛋糕、唠
家常。“母亲节的时候也可以带父亲来，不用
分得很清楚，重要的是老人们能聚在一起。”
胡立争说。除此以外，石家营村里的 130 位老
人，每年生日的时候都会收到来自村委会的
生日蛋糕，今年 72 岁的宛玉琴告诉记者，比起
直接给补贴，她更喜欢村里的年轻人去家里

给她送蛋糕，“有时候是村书记来，但谁来我
都高兴，能来看看我们，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走在石家营村里，笔直整洁的道路两旁种
满了不同的果树、花卉。“庭院周围的植物种类
是村民随意种植的吗？”记者忍不住发问。“当
然不是，院子里的植物是村民按喜好种，门口
的树苗是村里发的。”村委会干部胡冉昕解释
说，“他家种桃树，你家种杏树，成熟了之后互
相送一点，邻里之间的感情更好了。”朴实的语
言、简单的做法，饱含着石家营人最真诚的底
色：把邻里相处成家人，把文明行为变成文明

“家风”。

“家人”互助观念深入人心

早上 9 点多，78 岁的王永珍结束了上午的
巡逻任务。作为石家营村“四服务队”的“元
老”，13 年来一天两次的巡逻任务是她雷打不
动的“规定动作”。

在王永珍的心里，和兄弟姊妹们一起在
村里巡逻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谈及这十几年
来在村里巡逻所看见的变化，王永珍说：“刚
开始还会有一些不按规定遛狗、乱倒垃圾的
行为，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就连隔壁村来串
门的都知道我们村的规矩。”

王永珍所在的“四服务队”是石家营村
2011 年成立的一支老年人志愿者服务队，这
支队伍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服务社会，服务全

村，服务他人，服务自己。胡冉昕告诉记者，
起初村里成立这支队伍是为了解决村民退休
之后不适应的问题，“突然闲下来，与人交流
也少了，身体和心理都可能会出现问题。”通
过成立志愿服务队，村民每天上午、下午用一
个多小时在村里巡逻，发现一些不文明行为
或者公共设施需要维护的情况，也可以及时
报给村委会。

在“四服务队”的带动影响下，石家营村
团结互助的和谐氛围日益浓厚，年轻人也积
极参与到志愿服务队伍当中。记者发现，很
多村民将“尊老爱幼，亲仁善邻”“团结互助，
家道振兴”的家训木牌挂在门口。石家营村
党支部更是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基地，先
后组建了文化惠民、邻里互助等 10 支志愿服
务队，带领全村志愿者共同践行“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互助理念。

“你为咱村献智慧，我为咱村出劳力，人
人团结和谐美……你把孩子培养好，我敬老
人养育恩，男女老少手拉手，携手共建文明
村。”石家营村歌《和谐石家营》里句句唱出了
和谐互助的美好氛围。这首几乎人人都会唱
两句的村歌也在潜移默化间让互助和谐深入
人心。

近年来，石家营村以“家文化”为核心，充
分挖掘村民的自治力量，全村人共同参与文
明乡风建设，文明成为村里最亮的奖牌。

北京顺义区石家营村

村庄大家庭 文明携手行

贵州桐梓县燎原镇
“数字基因”添彩和美乡村建设

近日，贵州省桐梓县燎原镇依托农家书屋平台，举办以
“和美乡村·数商兴农”为主题的村播培训班。此次活动旨在
通过实战技能培训，赋能当地新农人，培育一支具备现代电商
思维与实操能力的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培训班不仅传授了短
视频拍摄、剪辑、直播运营等技能，还深入讲解相关法律法规
知识。经过培训，这批“数商兴农”的生力军将在宣传推广乡
村民宿、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和美乡
村”的繁荣图景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桐梓县燎原镇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推进和美乡村
建设的有力抓手，探索创新“党建+大数据+乡村振兴”数字乡村
治理新模式，融合推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体系信息化
建设，将“数字基因”注入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便民政
务服务、移风易俗等各项工作中。 成瑞瑞 兰琳

安徽来安县张山村
“好人”文化构筑“文明”风景

“张山村 20个村民小组 992户 2892人，我们村风景优美，
民风淳朴，村民相处和睦友善。”安徽省来安县张山镇张山村
党总支书记陈光勇介绍说，张山村郑岗组党员丁仲凡的家属
徐秀华一直都在帮助一些行动不是很方便的老人做些力所能
及的家务。每次入户都能看见徐秀华在老人家帮忙打扫或者
和老人唠家常。这些“好人”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村民们
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他们的好人精神是张山村宝贵的精神
财富。

近年来，张山村致力要在乡风文明上下功夫，通过“好人”
文化引领乡风文明，在发现好人事迹、学习好人品质、宣传好
人精神上做文章，以“好人”文化涵养乡风文明，以“好人”力量
激活乡村治理正能量，着力培育乡村文明新风。

“一个好人就是一枚火种，一群好人就能托起一个美丽的
乡村。”陈光勇表示，接下来将在张山村持续深化“好人文化建
设”，健全完善好人礼遇机制，形成“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
有好报”的良性循环，把张山村打造成村民们幸福生活的文明
家园。 马恩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营造“推进移
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的浓厚氛围，提高全社会文明程
度，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中国曲艺家协会
主办，辽宁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联、省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承办的“大地流彩”农村移风易俗曲艺展演活动
拟于9月下旬在沈阳举办，现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参与
展演。

征集范围：作品应为党的二十大以来创作排演、未
参加过省级以上重大艺术活动的新剧目。

内容要求：申报作品需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
统一，内容充分体现近年来基层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的
具体实践、典型做法、成效经验和感人事迹，具体包括：
抵制高价彩礼，提倡婚事新办；抵制大操大办，提倡简

约适度；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礼葬；抵制忤逆不孝，
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庭院脏乱，提倡环境整洁；抵制封
建迷信，提倡文明科学；抵制赌博歪风，提倡健康生活；
抵制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等。

格式要求：参赛作品需刻录成光盘，应为视频输出
1080P以上高清视频，mp4、mpg、mov视频格式均可。每
个剧目演出时长为10—15分钟。

请有意参与的单位和个人，于8月20日前将作品报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电子邮箱 shc23448271@126.com（备
注：参加“大地流彩”农村移风易俗曲艺展演作品征
集）。联系人：李胜贤，联系电话：024-23448271。征集
的作品将择优通过新媒体平台在全网推广，并选择部分
优秀作品参加9月份现场展演。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三字谣，唱家风。家风好，万事兴。
家虽小，能避风。好家规，要遵从。
爱劳动，习养成。重实践，要躬行。
成由俭，奢莫生。惜粮食，简车从。
品质好，心虔诚。讲真话，言实情。
爱学习，日勤耕。善思考，术专攻。
从百业，善始终。强本领，专又精。
固根本，重操行。讲信用，勇担承。
守规章，慎言行。遵法度，远祸凶。
严律己，诚待人。心宽厚，话谦逊。
身端正，礼仪遵。明事理，让他人。
常怀念，父母恩。扬孝道，重天伦。
忠伴侣，惜节贞。心相印，敬如宾。
崇和善，仁爱循。惜友谊，睦乡邻。
扶老幼，善亲民。怀天下，爱众人。
济世困，解寒贫。送温暖，献爱心。
近万物，恶莫侵。不伤害，善念存。
立场坚，大义明。守原则，敢斗争。
讲真理，弃私情。求正义，铸公平。
为人民，身践行。爱祖国，对党忠。
从廉政，洁自身。做公仆，不染尘。
去贪欲，修己身。树正气，立乾坤。
新时代，新征程。好风尚，永传承。
中国梦，家国情。创和谐，建新功。

“太感谢你们了，这天太热了，过来喝口水解解暑吧。”日
前，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西圩乡郝庄村农户郝康明招呼正在
田间干活的志愿者。

针对当前农忙的实际情况，不久前，沭阳县企事业单位党
支部组织多台插秧机，并成立党员帮促突击队前往郝庄村，开
展“一线帮促解农忧，我为党旗添光彩”志愿服务活动，为结对
帮促的农户抢插秧苗。

连日来，党员志愿者冒着高温酷暑，深入田间地头，大家
相互配合，确保机不等秧，保障插秧进度，有效缓解了农户夏
种的燃眉之急。 张良 文/图

图为党员志愿者在郝庄村帮助农户搬运机插秧苗。

江苏沭阳县
志愿服务到田间 结对帮促解农忧

近日，江西省永丰县坑田镇民政服务站和永丰社工队在
罗珠村丰养之家举办“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
动。活动期间，社工同老人认真讲解革命历史故事、解读党的
章程及入党誓词等，留守老人个个精神矍铄，满脸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刘树生 黄小强 摄

山东曲阜市北元疃村
弘扬孝德理念 倡导文明之风

“来，大家看看这家老人的被子怎么样，开始打分吧！”近
日，山东省曲阜市息陬镇北元疃村的“晒被子”评比活动又开
始了，由村委会成员和群众代表组成的评议小组走进村民家
中，仔细“打量”起了老人用的被子。

“晒被子”是北元疃村开创的特色孝老爱亲活动品牌，每
个季度村委会成员和群众代表都会走到老人家中，摸摸被褥
潮不潮，看看床铺整不整洁，以此来判断儿女有没有常常为老
人晒晒被子，通过这种细节来督促儿女关爱父母，将“孝”融入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除了“晒被子”评比，北元疃村还以典
型评选塑造道德楷模，倡导文明之风。

近年来，北元疃村传承着评先树优表彰的优良传统，按照
公开推荐、代表评议、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文明示范
户”“五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用层出不穷的先进典型激
发见贤思齐的正能量，形成人人学模范、家家争先进、户户创
典型的良好社会氛围。 刘新红 孔雅玮 韩可

“主家准备了打包袋，请大家把桌面
上的剩饭打包带走，不要浪费。”如今，在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这句话成了每场婚
礼结束时主持人着重强调的“口头禅”。

“以前，人们办酒席，因为好面子，不好意
思打包，喜宴剩菜比较多，浪费现象比较严
重。这两年，我们酒店响应号召，主动提供剩
菜打包服务，宴席结束后基本能做到‘人走桌
清’。”当地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常彦龙说。

近年来，定西市文明实践、民政、市场
监管三部门联合指导餐饮行业在醒目位置
张贴悬挂以“理性点餐、按需点餐、适量点
餐、合理点餐，杜绝奢华攀比、排场铺张、过
量配菜、舌尖浪费”为主要内容的《“移风易
俗文明餐桌”倡议书》，在婚庆大厅醒目位

置张贴悬挂提示标语。定西市以抵制铺张
浪费为重点，全面治理大操大办、炫富比阔
等陈规陋习，社会风气有了明显转变。

前不久，定西市临洮县站滩乡站滩村魏
庆仁的女儿出嫁，婚礼仪式节俭又温馨，赢得
了周边乡亲们的赞扬。站滩村党支部书记郭
强说：“现在我们村‘两委’对彩礼多少、酒席
规模、随礼档次都全程参与监管。这两年来，
村里嫁娶的新人，仪式都办得喜庆又简约。”

“在全市深入推进移风易俗行动中，临
洮县从点滴细节入手，推动社会文明新风
尚，如今婚事简办、‘人走桌清’已成为群众
的日常生活习惯。”临洮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晏瑞祖说。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甘肃定西市
乡村喜宴“人走桌清”不浪费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走进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
阿尔巴斯苏木那音太家，他正和嘎查
里的农牧民们一起弹奏表演鄂尔多斯

“乃日”（蒙古族一种综合性民间表演
艺术），这个由农牧民组建的“草原蓝
色乐队”一直活跃在全旗各个角落。

“嘎查‘两委’来征求意见了，我们
的村规民约要进行修订，大家有什么
好的建议、好的想法都可以说出来。”
演奏完毕，那音太迫不及待地和农牧
民们分享了这个消息。

据了解，今年以来，鄂托克旗通过
牧民自己“提”、群众共同“议”、“两委”
会议“定”的方式对全旗 6个苏木镇 97
个嘎查村（社区）村规民约与居民公约
进行了修订，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与居民公约
中，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共同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邻里
团结、家庭和美、互帮互助、共同发展
的良好社会氛围，打造基层社会治理
新样板。

那音太是阿尔巴斯苏木呼和陶勒
盖嘎查牧民。22 岁那年，他组建了鄂
尔多斯市第一支牧民乐队。20世纪90
年代末，乐队被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协
会命名为“草原蓝色乐队”，为“乃日”
文化的繁荣注入了更多活力。

呼和陶勒盖嘎查是阿尔巴斯白绒
山羊的主产区，伴随着阿白山羊的名
声大振，一条条柏油路通到家门口，放
牧用上了北斗卫星，牧民的新房宽敞
明亮。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是草原上
的牧民居住分散，精神文化生活还是
匮乏。为此，鄂托克旗投入专项资金
扶持“乃日”家庭文化户，让农村牧区
的群众文化活动热闹了起来。各族群
众在各类文化活动中深刻感受着中华
文化的魅力，增进文化认同，实现情感
和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
情深。

“现在我们排练演出的场地特别
宽敞，表演设备配套齐全，党和国家给
我们的支持也很大，每年我们大大小
小演出上百次。2023年 7月，旗委、政
府还将这里打造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实践教育中心示范户暨鄂尔
多斯草原乃日文化体验基地。这对我
们来说，真的是太好了。”那音太高兴
地说。

如今，从农村牧区到城镇社区，鄂
托克旗各族群众在嘎查村、社区共居
共学、共事共乐的场景，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一个缩影。为充
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鄂托克旗还
致力于打造互嵌式民族团结幸福家
园，以空间互嵌为基础、文化互嵌为引
领、经济互嵌为助力，引导各族群众尊
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培育邻里团结、互
帮互助、维护民族团结的良好社会氛
围，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度交融。

“阿姨，再清点一下，看看钱有没
有少。”“错不了！”在鄂托克旗木凯淖
尔镇达楞图如村集体经济收入分红大
会现场，前来领取分红款的村民们欢
聚一堂，667 名村民喜领 40 余万元分
红款。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谋发展
路。鄂托克旗以互嵌式发展为主要抓

手，以经济互嵌为助力，大力发展嘎查
村集体经济。2023 年，鄂托克旗各嘎
查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20
万元。各族群众享受到了产业振兴的
红利，感受到了互嵌式发展的优势。
村规民约，如何约出自治、德治、法治
有机统一？鄂托克旗通过把民族团结
与法治建设、平安建设、社会治理相结
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基
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不断强化互嵌
式社区建设。

棋盘井镇乌珠尔社区创新打造
了“e 家亲共享直播间”，构建起“线
上+线下”“网络+网格”基层治理新
模式，推出“红色之声”“邻里自治小课
堂”“平安法治你我护”等特色栏目。
截至目前，乌珠尔社区累计开展直播
112 场，累计获赞 50 万次。在鄂托克
旗，村规民约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潜移默化引导各族群众积极参与移风
易俗、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各民族
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
聚拢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共建共享
美好家园。

内蒙古鄂托克旗

村规民约“约”出移风易俗新风尚安顺英 卢春志

“大地流彩”农村移风易俗曲艺展演
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图为石家营村村干部给过生日的老人送蛋糕。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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