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大荔县羌白镇麦城村六旬老人赵祎文，痴
心牡丹栽植30载，把家中闲置的一亩多地的院子打
造成拥有六十余个品种的“百花园”，供村民及游客
赏花共享。

4月6日，笔者在赵祎文家看到，500多株十多个
品种的牡丹，红的、白的、黑的、绿的都有，就连少见
的绿色、墨黑、二乔牡丹都纷纷迎春绽放。还有棣棠
花、贴梗海棠、毛叶木瓜、丁香花、碧桃花卉竞相开
放，煞是迷人，吸引了周边群众纷纷前来欣赏。当地
群众高兴地称赞牡丹园：“国色天香美天下，无需舟
车下洛阳，要看牡丹这里来，羌白麦城花醉美，惊动
同州引八仙。”

大荔县羌白镇麦城村地处沙窝边缘，土壤和自然
条件适合牡丹的生长，加之主人从事花卉栽植已有30
年的经验，所以得天独厚。谈起自家的牡丹园，老人
颇有感触，说自己就是“花痴”，种花就图个乐趣，让周
边群众不花一分钱，也不用到洛阳去，就能早早欣赏

到他的牡丹花过把瘾。因为爱花，老人为牡丹花几乎
付出一生的心血，每年平均都要花费几千元在增添新
花样、新品种，浇地施肥上。

提起院子的牡丹花，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据
赵祎文讲，院内这些牡丹大多是在“文革”期间，华县
（今华州区）有个村要把寺庙的牡丹作为封资修的
“毒草”铲除时，苏村一老人冒着风险，晚上偷偷用担
挑运回栽在自家后院墙根下，害怕被人知道惹祸上
身，外面用一米高的土墙围挡。后来，赵祎文知道此
事，经多方打听，和当年的县干休所所长、农机公司
花工一道前往苏村，讨回这些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栽
植在自家院内。经历几十年的摸索，他了解每一种
花的性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再加上精心培育，才
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如今，500 多株牡丹花和院
内栽植的樱花、桂花等十多种花卉把家里打造成群
众游客的“共享花园”，给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了色彩。

李世居

六旬老人赵祎文：

把庭院打造成“百花园”让村民共赏

赵祎文（右）在给前来看花的村民介绍庭院里的牡丹花。 资料图

编者按：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心有大爱、无私奉献，他们勇于担当、乐观坚
强，用质朴的心灵创造着感动时代的力量，用平凡的故事书写着自己壮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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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档案

平凡的好人 最美的善举
21个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
优秀典型案例名单公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农业农村部社会事业促进司组织开展了全国村级

“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推荐工作。经过申报、审核、评审等
程序，拟向社会推介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仇庄村、天津市北辰区
青光镇韩家墅村、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龙居镇雷家坡村等21个全
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已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0 年 4 月 9 日在农业农村部官网上进行了公示。
据悉，近期将正式向社会公布此次推荐工作成果名单，并对入选优
秀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宣传推介，充分发挥优秀典型案在乡风文明
建设中的示范带动效应。 本报记者 牟汉杰

江苏仪征
退役士兵组织村民降旗祭英雄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的深切哀悼，2020年4月4日上午，江苏省仪征市新集镇联
盟村退役老兵姜士明组织村民等开展哀悼活动，在他创办的“民兵
书屋”门前先是举行了升旗、降半旗仪式，参加人员有全镇部分退
役士兵、村党员代表及部分大中小学生约30余人，在10点整，全体
人员原地默哀3分钟，向英雄致敬！向逝者默哀！

新集镇联盟村党支部书记徐军在接受采访时说，退役士兵姜
士明平时坚持升国旗，开办民兵书屋等活动，这次全国降半旗祭拜
英雄，他通过我们村干部群、党员群和志愿者群，动员大家前来参
与，我们村党总支部积极支持，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能凝聚民心，传
播正能量。 崔国庆 周晓明

山西晋南
花馍飘香祭祖祈福

晋南花馍县级传承人卫栓女在展示清明祭祖花馍。

从3月26日至清明节，山西晋南地区的人们用蒸制的飘香花
馍祭先祖。

据悉，清明时节，山西晋南人所蒸制的晋南花馍形态各异，麦
香十足，尤其以各种动物和花草等捏蒸的花馍，更是栩栩如生，惟
妙惟肖，以此表达人们对先祖的怀念和敬仰，祈福新的一年平安吉
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晋南花馍（晋南面塑）由晋南特产晋南优
质冬小麦面粉制作，是人们逢年过节、生日祝寿等民俗文化底蕴深
厚的祭祖祈福传统民俗，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已首批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专业花馍店铺应
运而生，成为许多群众选购花馍的首选。 高新生 文/图

乡风文明让景洞屯村民
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

近日，笔者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白土乡标洞村景洞屯看到，
20多名村民正分工有序、热火朝天修路的场景。景洞屯村民组长
蓝建伟讲述了脱贫攻坚以来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乡风文明蔚
然成风的喜人变化。

景洞屯有44户134人，其中贫困户18户。过去进出村子走的
是羊肠小道，每逢赶圩之日，村民们买卖东西都靠肩挑手提，猪养
大了，得请人抬出去卖。前几年，该屯通过上级部门扶持和村民集
资修建了一条路宽 3米的道路。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景洞屯群众
积极响应产业扶贫政策，用勤劳的双手发展甘蔗、桑蚕等特色产
业，生活越来越好。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新房，现代化电器进家，各
种牌子的车辆也纷纷进村。越来越多的外地老板进屯收购农产
品，但3米宽的盘山道无法通过大型货车。乡亲们意识到，必须扩
建道路才能满足现代文明生产生活需要。“我们不要什么都依靠政
府”，这次，村民们决定自力更生改变面貌。村民组长蓝建伟向村

“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反映情况后，经过召开群众代表大会，一致通
过拿出屯集体经济资金作为屯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村民积极投
工投劳，并无偿让出扩建道路所需土地。乡风文明让该屯的路越
走越宽阔。“今后运甘蔗不用再转运，省时省力又省钱。”脱贫户蓝
承意高兴地说。 韦福珍

2020年4月3日，安徽省含山县仙踪中心卫生院联合姚庙分院
走进省一级姚庙敬老院开展“关爱老人、关爱健康”爱心义诊活动。

在义诊现场，医务人员为老人们免费测血压、测血糖，普及合
理用药、合理饮食、合理锻炼健康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让老人们不出敬老院大门就能享受到健康诊疗和咨询服务，真正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欧宗涛 邵家存 摄

“感谢江苏沭阳的农民朋友们，谢谢你们！你们的
爱心蔬菜我们收到了，今天上午疾控中心的医护人员就
可以吃到你们的爱心蔬菜了。”2 月 8 日凌晨 5 点，湖北省
黄冈市蕲春县工商联副主席帅维拍摄的一段视频感动
了 300 多万网友。送出这些爱心蔬菜的是李华平、李华
忠兄弟。从 2 月 7 日开始，他们每天将两万斤左右的新
鲜蔬菜，从沭阳县青伊湖镇蔷薇村送往湖北抗疫一线。

为助力家乡发展，在北京从事律师工作的李华平返
乡创业，在蔷薇村流转了 530 亩土地种植蔬菜，成立了江
苏润格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青”蔬菜基地，其弟李华忠
作为基地具体负责人。当听说武汉封城蔬菜供应吃紧
时，哥俩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

“2 月 3 日晚接到我哥的电话，他说那么多人都纷
纷支援湖北、那么多医护人员都过去了，咱们能不能免
费送点菜过去？”李华忠说，“我当时就一拍胸脯，没有
问题！”

春节期间，正是“上海青”销路最好、价格最高的时
候，兄弟俩决定与一直合作的常州市场暂停合作，把每
天运往常州销售的两万斤“上海青”全部捐赠给湖北。

哥哥李华平很快与湖北有关部门对接上，排好了一
份“援助计划表”。弟弟李华忠则迅速安排人员一边加
紧收割装运，一边腾茬播种，确保蔬菜持续采收。从 2 月
7 日开始，每天约两万斤新鲜蔬菜从沭阳县青伊湖镇蔷
薇村“上海青”蔬菜基地发出运往湖北。

在得知“蔬菜兄弟”的善举后，蔷薇村的村民们纷纷
赶来帮忙。“有一次连续几天都是阴雨天，道路很泥泞，
我们蔷薇村的村民就主动过来帮我们用肩扛手抬的方
式，在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把最新鲜的蔬菜送到了
运输车上。”李华平回忆道。

有了菜，怎么运过去是个问题。为确保蔬菜新鲜、
安全地送达，李华平、李华忠兄弟积极寻求当地物流企
业的支持，并提出了近乎苛刻的条件。据沭阳百盟物流
园负责人靳常增介绍，兄弟二人要求早晨割菜晚上发
车，必须连夜送到湖北，以确保蔬菜新鲜。

“开始我们以为就是送一两趟，没想到要天天送。
关键是我们每派过去一个驾驶员，回来就得隔离 14 天，
需要一个接一个地上。”靳常增讲道，“最终我们有 18 个
驾驶员主动请缨去送菜，不仅成立了‘兄弟连’，大家还
承诺‘送菜不停、服务不止’。”正是采收、运输每个环节
所有人的爱心和全力付出，确保了新鲜的蔬菜每天第一
时间送上了医护人员和当地市民的餐桌。

从 2 月 7 日算起，兄弟俩一共向湖北捐出了 37 车、共
计 74 万斤的新鲜蔬菜，市值近百万元。他们的义举在网
络连续走红，许多网友评价：“今后全国人民记着了蔷薇
村的小村大爱。”李华平，李华忠兄弟入选 2020 年 2 月份
江苏好人榜，还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最美抗疫
先锋”荣誉称号。

除了援助湖北以外，两兄弟还向蔷薇村捐款 10 万元
用于疫情防控，向青伊湖镇 12 个村赠送了 2.4 万斤蔬菜
用于改善困难家庭生活。如今疫情向好，他们帮助村里
困难家庭解决了就业问题，带领大伙共同致富。这个乡
村振兴试验基地目前已吸纳 40 多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复工率达到 100%。 陆威 文/图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大家足不出户“宅”在家
时，却有这样一个人：疫情面前，他甘当表率；危难之
际，他伸出援手；热心助人，他乐此不疲。他就是“中
国好人”、安徽省道德模范、界首市“常青树志愿者团
队”志愿者王光晋。

带头奉献爱心

80后的王光晋，界首市光武镇王庄村人，曾因家
境贫寒，凑不齐学费，靠着乡亲的资助才跨进大学校
门，大学毕业后，他选择自主创业，凭借着顽强的毅力
获得成功。创业成功后，他积极回报社会和乡亲，
2019年被评为”中国好人”“安徽省道德模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看到镇里的一线防疫人
员为了抗击疫情，全天候坚守岗位，王光晋个人先后
为光武镇防控点送去价值 2.1万元的慰问品。同时，
除了向阜阳红十字会、阜阳团市委、界首红十字会、光
武镇捐款外，王光晋又委托朋友为郑州、新疆等地捐
款，累计有1.6万元。

带头站岗执勤

疫情发生后，王光晋看到不少年轻人足不出户
“宅”在家无事可做，于是便和父亲一道，动员青年党
员志愿者在村内防疫巡逻、宣传防疫知识，此举受到

大家的积极响应。志愿者们在王光晋的带领下，制定
早中晚值班表，在村内开展义务巡防、人员出入登记
等工作。除此之外，王光晋每天还会到光武镇各防控
卡点进行义务执勤，及时送去防疫物品。本来，王光
晋在新疆还有业务需要处理，但他看到防疫形势依然
严峻，便断然退掉了机票，每天电话联系工作。“生意
可以暂时缓一缓，但疫情防控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
作为一名好人，我义不容辞。”

带头示范引领

王光晋是一名党员，他首先发动村内党员捐款，
并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向徐寺村创业成功人士发出
倡议，动员企业家们伸出援助之手，助力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大家踊跃参与爱心捐赠，共筹集2.91万元
善款。徐寺村一位贫困户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购买了
几箱食品送到王光晋手中，委托他送到防控点，表示
自己能做的不多，希望能帮上点忙。王光晋说，做好
事不在于做了多少，只要有这份心，就很难得了。

“关键时刻，咱不带头谁带头！志愿者就要志愿
做好事！”王光晋说，“好人”就是要带好头。当年，正
是因为他人的雪中送炭，自己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如
今，正是自己回报国家、回报社会的时候。

徐良 任贝诺

咱 不 带 头 谁 带 头 ！
——志愿者王光晋的战“疫”故事

“勤劳致富，勤俭持家;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不打架斗殴，不酗酒滋事……”3月13日上午，河
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温泉屯镇温泉屯村村民赵
长金向笔者介绍起温泉屯村的村规民约，滔滔不
绝。他说，自从有了这个“成文的规定”，温泉屯
村的民风更淳了，村子更美了。

赵长金今年74岁，是该村实施村规民约以
来涌现出的优秀村民代表。多年来，他不仅把自
家卫生搞得好，村里的卫生他也从不含糊，每当
发现村里有公共设施损坏，他就会主动前去维
修，不要村里一分钱。赵长金这种助人为乐，为
民服务的优质品质，让他成为温泉屯村村规民约
落实的有力推动者。

“昔日乱建房屋，不讲诚信，不赡养老人等较
为常见，有的村民三天两头办酒席，送人情，乐此
不疲，对村子整体发展影响很大。”温泉屯村党支
部书记赵长林说起实施村规民约的初衷，心中感
慨万千。

为了刹住不良风气，2006 年，温泉屯村“两
委”开始着手实施村规民约，成为该县最先制定
村规民约的试点村。

“怎样制定完善村规民约，村民说了算。”赵
长林表示，从最开始的制定到现在的逐步完善，
都是村干部走村入户，集思广益，在田间地头，房
前屋后得来的。

13 年来，温泉屯村在不断探索中对村规民

约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农
村面貌。

“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认真遵守
对大家都有好处。”82岁的村民张志德笑着说。
据介绍，温泉屯村村规民约目前总共16条，1000
余字，涉及村风民俗、道德精神、社会治安等多个
方面，内容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现在已成为了当
地村民心中的治村宝典。

“以前，有村民家里常因为老人赡养问题起
争执，每次我们都要入户调解。”温泉屯村党支部
书记赵长林对笔者说，自从村规民约实施后，情
况有了很大改观。在大力提倡孝顺父母、尊老爱
幼、弘扬传统美德的倡导下，这户家庭的子女也

渐渐明白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责任。后来，他
们还被村里表彰为“孝子”“孝媳”。

据悉，为让村规民约真正落地，该村成立了
环境卫生治理领导小组，红白理事会，治安巡逻
队和交通劝导服务队等，以温泉屯村《村规民约
十六条》为实施准则，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
作用，改变“脏乱差”，实现“真善美”，让文明之风
吹遍温泉屯村每个角落。

村规民约滋润乡村，刹住了歪风邪气，约岀
了一团和气。今天的温泉屯村村容焕然一新，道
路宽阔整洁，房屋错落有致，邻里和谐，民风纯
正，描绘岀一幅幸福美丽的乡村新画卷。

赵志兴

河北涿鹿县温泉屯村:

村规民约“约”出文明乡村新画卷

李华平（左）、李华忠在蔬菜大棚商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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