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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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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组

织开展了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推荐工作。在广泛征集的基础上，经过申报、审

核、评审等程序，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仇庄村等 21 个村入选首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

典型案例，于近日正式发布。这些优秀案例的经验做法可学习、可借鉴，将在广大农村发挥出更好

的示范带动效应。

8 乡风文明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董燕玲 策划：牟汉杰 新闻热线：01084395104 E-mail：xfwm2020@163.com

首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

仇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孝德文化，深入提炼家训家规家
风，以家风领村风，以孝德化民风，通过“倡、
树、展、兴”，有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注重党建引领，党风倡家风。编写《党
员家风故事集》《百名党员亮家风》等系列
丛书，倡导和践行“明理、勤俭、孝德”的家
风。推进移风易俗，乡贤垂范树家风。组
建新乡贤队伍，组织乡贤写家风家训，评选
乡贤的家风家训，并通过多种形式宣传。

注重文化建设，活动展家风。打造孝道馆、
仇庄书院等精神文明阵地，以乡贤宣讲团
为核心，开创道德“大讲堂+小课堂”模式。
以春节、元宵节等节日为契机，开展“我们
的节日”等系列活动，展示优良家风家训。
注重表彰先进，榜样兴家风。充分提炼正
能量故事，通过文化墙、《仇庄简报》、村级
官网、微信公众号等线下线上平台，宣传表
彰先进，用榜样的力量带动村民践行家风
文化。

韩家墅村从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封
建迷信、打牌赌博等问题入手，强化党建引
领，开展“治陋习、树新风”专项行动，革除
陈规陋习，培育时代新风。

抓住关键力量，以党风促民风。从党
员干部抓起，出台党员干部“治陋习、树新
风”相关规定，立规明纪，强化约束，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带动作用，以党风带政风促民
风。倡导文明风尚，推动移风易俗。制定
村规民约，有效遏制大操大办婚丧嫁娶、赌

博、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和行为。开展文
化活动，丰富文化供给。成立中老年文艺
宣传队、舞龙队、健美健身队等文艺团体，
开展“文明乡风”专场文艺演出，丰富村民
文化生活。选树典型示范，弘扬乡风文
明。加强村级宣传平台建设，提高村报、韩
家墅网站、“微韩家墅”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的影响力，强化“北辰文明人”“青光好人”
等先进人物事迹宣传，让韩家墅故事、韩家
墅美声广传四方。

杜村以凝聚群众、服务群众为核心，念
好“传、评、帮、乐、美”五字经，建设文明家
园，德善杜村。

传递党声民声，架起干群连心桥。通过
文化墙上靓起来、微信群中有回复、大喇叭
里有新闻，广泛宣讲党的好方针、好政策，有
效解答村民疑问诉求。评树德善典型，激发
乡村正能量。选评“优秀志愿者”“最美家
庭”“孝老爱亲标兵”等 500多个模范典型。
开展“道德大讲堂”，让“德善文化”成为杜村

村民的精神追求。帮解困难问题，志愿服务
展作为。组建“红嫂”“爱心”“英姿”“创新”
四支志愿队伍，为群众排忧解难。乐享文化
生活，传统民俗振人心。依托千年古槐——

“杜村之魂”，建设村史馆，组建杜村金钹女
子战鼓队等文艺队伍，定期举办隆重热闹的
庙会。美化环境家园，绘制杜村新画卷。实
施美化、绿化、亮化、硬化工程，提升村容村
貌；成立红白理事会，宣传倡导移风易俗，狠
刹人情风，推动移风易俗制度化、常态化。

雷家坡村以德孝文化为核心，开展“四
个一”系列活动，弘扬家庭美德，创新“六大
乡风”建设，引导村民崇德向善，不断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

开展“四个一”系列活动。即“一盆温
水”“一个拥抱”“一声爸妈”“一块家风家训
牌”，形成孝老爱亲、邻里和睦的氛围，让德
孝文化更加科学有效地融入群众的生活，
让优良的家风带动村风民风。创新“六大
乡风”建设。解决“一顿饭”，成立日间照料

中心，解除了村里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
忧；开设“一堂课”，坚持月月宣讲德孝，引
人向善，使村民们受益匪浅；摆满“一屋
书”，常年开放农家书屋，更新思想观念、提
升村民素质；选出“一朵花”，举行夸媳妇大
会，起到“评选一个人、影响一大片、教育全
村人”的实效；唱响“一台戏”，丰富村民文
化生活，锣鼓队、女子军鼓队唱出村民心
声；奉献“一份爱”，组建多支志愿服务队，
提升乡村幸福指数。

双胜村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核心作
用，通过“党建推动、示范带动、群众主动”
促进村规民约的制定实施，提高村规民约
的约束性，探索出了一条乡风文明建设有
效路径。

坚持党建推动。以党建引领村规民约
的制定，确保党的方针政策体现到村规民约
中，同时，反复征求村民意见，让村规民约充
分体现群众意愿，实行党员包户制度，保障
村规民约落到实处。坚持示范带动。开展

道德模范、文明农民、“十星级文明户”等评
选活动，设立“善行义举四德榜（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推出了一
批叫得响、立得住的模范典型，广泛宣讲先
进事迹，引导村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坚
持群众主动。突出村民主体地位，制定和完
善村规民约，使村规民约真正成为村民共同
遵守的行为准则，多措并举宣传村规民约，
让村规民约内化为群众的精神追求，外化为
群众的自觉行动。

水南村是一个朝鲜族特色村庄，在党
建引领下，传承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发展文
化产业，有效推进了乡风文明建设，荣获

“全国文明村镇”“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等荣誉称号。

增强基层党建凝聚力。村党支部通过
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声音传
递给朝鲜族群众，提高党在村民中的号召力
和凝聚力，制定村规民约，为开展乡风文明
建设奠定基础。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建
成朝鲜族民俗文化广场、展览馆、土窑房、文

化围墙等，以漫画的形式展示风土人情，保
护和传承朝鲜族传统文化，发展民俗特色
游，让游客品尝朝鲜族美食，体验民俗风
情。开展民俗文化活动。打造朝鲜族民俗
文化教育基地，以朝鲜族非遗文化传承人、
乡村文化能人为骨干，建设文化带头人、文
化志愿者、文艺表演三支民俗队伍，促进民
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化助力脱贫攻
坚。以民俗文化旅游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建
立茶树菇、君子兰等种养基地，壮大集体经
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冯家营村以“千人腰鼓”闻名，全面建
设崇德向善、和谐宜居的文明乡村，探索出
具有特色的乡风文明建设之路。

深挖腰鼓文化，推动全村致富。深入
挖掘冯家营村腰鼓文化，打造了陕北地区
最大的实景腰鼓表演基地，给独具黄土风
情特色的腰鼓文化注入时代元素。通过发
展乡村旅游业,让农区变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120万余人次。完善机制保障，培育党建
品牌。建立完善了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等

“一约四会”机制，引导村民破除陈规陋习，
让农民群众内心有尺度、行为有准则。围
绕培育“领头羊”党建品牌，引导党员带头
实践“党员承诺制”，带头移风易俗、树立文
明新风。丰富文化活动，做好志愿服务。
扎实开展“文明家庭”“和谐邻里”等文明创
建活动，先后开展“党员示范岗”“学雷锋志
愿服务”等志愿活动30余次，实现文化活动
常态化，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
传，营造出见贤思齐、村民自治、文明有礼
的新风尚。

传承发扬优良家风 促进村庄文明和谐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仇庄村

以党建引领乡风文明 培育时代新风
天津市北辰区韩家墅村

打造德善杜村 建设美好家园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杜村

发扬德孝文化优势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山西省运城市雷家坡村

“三动+村规民约”双推进 实现协同共治新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双胜村

特色“民俗文化”打造乡风文明“硬核”
吉林省图们市水南村

“千人腰鼓”建新村“一约四会”促乡风
陕西省延安市冯家营村

桦树村把弘扬文明新风尚，推进移风
易俗作为主攻方向，通过加强文化阵地建
设，创新方式方法，强化仁孝文化宣传教
育，推进乡风文明落地生根。

提升村民文化素养。通过百科新知
大讲堂、农民学校等教育宣讲阵地，搭建
常态化群众学习平台，定期组织开展传统
文化、道德知识、科技科普、政策法律宣讲
等培训活动，全方位提升村民的文化素
养。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制定村规民约，
修建百善图、仁孝长廊、村训石、亲子园、

婆媳互夸厅等文化景观，绘制二十四孝文
化街，创作脍炙人口的《仁孝歌》，设立仁
孝节，成立“仁孝爱心基金”，让村民随时
随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发挥典型示
范作用。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好婆婆”

“新乡贤”等评选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
微信群和文化墙等宣传典型模范，营造学
典型、做好人的良好氛围；创新方式方法，
借助座谈会、藏酒节、文化节等活动宣传
道德模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村民
积极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月狮村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把乡风文明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把提升村民的幸福感作为初心使
命，把乡愁作为连接全村居民的特色纽带，
营建多元文化家园，凸显新时代文明乡风。

注重挖掘“乡愁”文化。以乡愁为切入
点，修建村史馆，把本村的发展、变迁过程、
红色历史记忆等完整展现出来，传承优秀村
风、家风、乡风，发挥乡贤的典型示范和引领
带动作用，让乡愁文化得以延续。注重培育

乡村非遗文化。打造龙狮坊、美食坊等手工
作坊和乡风文明建设线上阵地。在重大传
统节日，开展品牌文化活动，突显传统特色，
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极承办月
浦镇花艺节。推动“15分钟文化圈”建设，打
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文化
提升打造幸福乐园。月狮村按照“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建立“农户花卉
种植园”，从赏花、爱花到规模化种植，以花
卉产业促进花卉文化，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蒋堡村在“弘扬新时代精神，推进乡风
文明建设”的春风吹拂下，通过非物质文化
遗产泰兴鼓儿书的艺术方式，传唱村规民
约、红色文化和民间传说，推进移风易俗，
获得“全国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依据法理情制定村规民约。充分考虑
法理情，完善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
村民议事会、民调委员会等，遏制乡村陋
习，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采用

“每天一小时”工作法密切联系群众。村
“两委”干部深入群众，采取“每天一小时”

工作法，与群众接触一小时，加强与村民交
流和沟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将村规民
约、移风易俗等工作做细做实。民间艺术
助力乡风文明建设。发挥泰兴鼓儿书发源
地的优势，成立村泰兴鼓儿书研究组、表演
队，编写新鼓词，注入新内涵，传播红色文
化。营建集表演场馆、民间艺术传习所于
一体的蒋堡书场，通过传播民间故事、传唱
鼓儿书，寓教于乐，倡导“勤劳、智慧、进取、
和谐”的新蒋堡精神，形成向善向上的良好
村风。

下姜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因传承
优良家规家训而闻名。新时代下姜村为家规
家训注入新元素，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丰
富文化内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美丽乡村
铸魂，2017年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

亮家规，定民约。剖析老家规取其精
华，将“忠孝仁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融合，提炼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家规，将
其在门庭、中堂等显要位置展示出来，用良
好的家风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党员干部带

头展示家规家训，引导群众树立良好民
风。兴文创，重传承。借力乡村旅游兴办
文创产业，借助乡村能工巧匠开设篾匠铺、
剪纸坊、打铁铺、石头画舫等手工作坊，传
承“老手艺”，发展“新文化”。夯基建，扣节
气。建设文化礼堂、文娱广场、露天舞台等
文化基础设施，紧扣春节、重阳节等传统节
日，举办服务老百姓的节庆活动。组织村
歌队、广场舞队到周边村庄开展文化交流，
使得乡里乡亲的关系越来越和谐。

桃园村坚持党建引领，发扬道德模范无
私奉献和战斗英烈爱国主义精神，发挥优秀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社会正能量，以
文养德、以德化人，建设乡风文明的新桃园。

坚持党建引领，带动乡风文明。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制定村规民约中的主导作
用，引导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加强党员
干部的引领示范，通过“点对点，一对一”的
方式宣讲乡风文明新思想，带动乡风文明
建设。传承红色文化，树立典型引领。用

好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抗洪等烈士
的英雄事迹，挖掘张孝祥爱国文化，传承桃
园村民家国情怀，建设英雄和文化广场。
开展道德模范、好人好事评选，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赋予乡风文明时
代新内涵。加强制度规范，提升乡风文
明。制定村规民约，倡导移风易俗，成立村
民道德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遏制乡风陋
习，制定奖惩办法，月评比、年统计，对落后
村民督促整改，提升乡风文明整体水平。

斜溪社区村是一个水库移民村。该村
加强党建引领，做好库区特有渔文化传承，
树立良好家风，推进乡风文明建设，2017年
荣获“全国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党员干部带头，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成立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村规民
约，成立村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赌
禁毒会、道德评议会，设置村规民约的“红
九条”“黑五条”，发挥党员“1+N”模范带头
作用，制止浪费、攀比等不正之风。依托公
共资源，创建文明建设载体。利用库区移
民整村推进的契机，依托现有公共资源，打

造“一公园一主题”的李侗文化、竹文化等
六个特色主题公园和“新时代文明实践讲
堂、移民书屋、李侗文化长廊、家风家训文
化长廊”等文化阵地。组建文化服务队、志
愿服务队，开展库区移民思想道德宣传、帮
老助困、移风易俗等活动。传承传统文化，
培树优秀典型。开展“星级文明户”评选等
活动，抓榜样树典型，宣传正能量。发扬

“龙舟文化”，成立龙舟俱乐部，以“库区品
牌”和“龙舟文化”为基础理念，最大限度保
留乡土元素，每年在本地举行龙舟赛，传承
龙舟竞技文化。

边麻掌村深入挖掘“眉户戏”等优秀传
统文化内涵，通过“四个三”工程，厚植传统
文化，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突出党建、宣传、示范“三项引领”。发
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利用宣传栏、微信群等倡议文
明新风，以全国道德模范张桂兰等鲜活素
材，设立特色讲堂，用典型激发乡村正能
量。注重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提
升自治能力，增强法治意识，强化道德滋润，
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以法治推进现代治

理，以德治引导文明乡风。实施精准扶贫、
移风易俗、美丽乡村“三大工程”。建立志愿
服务队帮扶困难群众，制定村规民约，成立
红白理事会，遏制大操大办现象，签订门前
三包责任书，开展最美家庭评比，引导群众
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用活文体带动，非遗
传承，红榜黑榜“三项载体”。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艺活动，积极有效盘活非遗文化，建设
眉户戏百年历史文化展馆，建立奖惩机制，
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为建设文明乡风创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

强化引领夯实基础 长效推进乡风文明落地生根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桦树村

营建多元文化家园 凸显时代文明乡风
上海市宝山区月狮村

春风吹沃土 民艺开繁花
江苏省泰兴市蒋堡村

谱文明新韵 建美丽乡村
浙江省杭州市下姜村

聚力提升乡风文明 构筑文明和谐桃园
安徽省芜湖市桃园村

移风易俗引领风尚 文明新风润泽乡村
福建省南平市斜溪社区村

“四个三”工程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青海省海北州边麻掌村

武家村依托深厚的儒家文化优势，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载体，念好“讲、
评、帮、乐、庆”五字经，弘扬儒家文化，提
升乡风文明建设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开好“讲”座。邀请儒学讲师和农林牧
技术人员等为老百姓讲授通俗易懂的儒学
知识、家风文化及科技常识。做好“评”选。
积极组织“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促进形成
人人讲孝顺、家家讲诚信、户户比光荣的良
好村风，评身边人、说身边事、褒奖善行义

举。组织“帮”扶。组织形成移风易俗、绿色
环保等七支志愿队伍，分为党员志愿者和群
众志愿者，做好日常帮扶。活动“乐”和。想
点子、拉资源，组建腰鼓队、太极拳、广场舞
等文明实践队伍，创新开展“点单”式活动，
让村民从活动的观众成为主角。传统“庆”
祝。在传统节日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村民共聚、欢乐一堂。加大儒家文化与娱
乐、休闲、旅游紧密融合，形成了文旅融合促
进文化、经济双发展的新框架。

张庄村通过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活动载
体，倡导文明新风、提高农民素质，绽放出
乡风文明的幸福之花，荣获“全国文明村
镇”等荣誉称号。

完善设施强阵地。张庄村先后建成
桐花书馆、张庄戏院、黄河湾书画院、民俗
馆，修建了文化广场，配置了健身器材、电
子屏幕等设备，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形成了一道亮丽风景。创新载体育新
风。开展“幸福家园”大讲堂活动，孝老爱

亲饺子宴、五好家庭评选等活动。成立
“梦里张庄”艺术团，编排了《焦裕禄》《朝
阳沟》《花喜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
举办节庆活动，发挥爱心美德公益超市的
积极作用，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制定村
规改陋习。制定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
会、讲理堂、乡贤联谊会、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移风易俗，建立负面清单，破除封建迷
信，遏制陈规陋习，使“道理越辩越明、思
路越理越顺、风气越讲越正”，积极推进文
明和谐张庄村建设。

有“原始古村落，现代桃花源”之称的二
官寨村，深入挖掘古村落文化价值，传承优
良家风，开展移风易俗等，培育文明乡风。

加强队伍建设，繁荣文明生活。培养
发展文艺爱好者、文艺能人、民俗文化传承
人，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
撑。通过开展评树道德模范，褒奖了善行
义举；通过开展帮扶困难群众和文化生活
等活动，解决了群众的实际苦难和精神需
求；通过节日庆典等重要活动，有效培育了
文明礼仪。

传承优良家风，激发乡村正气。推动家
训挂厅堂、进礼堂、立广场、种心田，传承优
秀家风家训；开展“传承优良家风，记住美丽
乡愁”活动，组织“好婆媳”等“五佳五好”评
比活动，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观念，培育新
时代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进
移风易俗，创建乡村新风。通过制定村规民
约、建立红白理事会和乡贤参事会、播报红
黑榜，发挥党员表率作用，倡导婚事新办、喜
事省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等新风，摒弃重
葬轻养、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

油溪桥村走出了一条以“自治”“自管”
“自觉”的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的新路子，荣
获“全国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民主管理促“自治”。坚持走民主协商
自治之路，多种方式鼓励村民广泛参与乡风
文明活动。按照“收集建议、征求意见、统一
思想、村民大会、签字表决、试用一年”等六
步法制定村规民约。村规民约促“自管”。
围绕“勤俭节约、环境整治、生态保护、文明
创建”等内容，推动移风易俗，倡导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等文明新风，制定负面清单，防
止铺张浪费，相互攀比等；坚持绿色发展道
路，12年来“不砍一棵树”，绿水青山变成了

“金山银山”。积分管理促“自觉”。坚持“村
民群众全参与、村级事务全覆盖、党的领导
全方位”三原则，制定出台了《积分制管理细
则》，建立户主文明档案，量化诚实守信、家
庭美德等内容，评估与考核村民文明行为，
将积分与物质奖励挂钩，激发村民的内生动
力，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

万年村通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创新
试点运行“道德超市”，充分调动了党员群
众参与公益事业、引领乡风文明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激发出“幸福万年”的内生动力。

发挥制度优势，制定系列文件。成立
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组干部为框架的乡
风文明“道德超市”工作组，通过入户调研
和村民大会充分研究，制定《张场镇万年村
乡风文明“道德超市”实施细则》《张场镇万
年村乡风文明“道德超市”积分获取细
则》。细化试点内容，激发村民热情。按照

乡村振兴有关好人好事、道德模范等 10大
类、24小类进行积分，细化“道德超市”积分
项，建立积分卡发放和兑换台账，以道德积
分兑换商品的方式运行，每年评选“道德之
星”，有力推动村民形成良好习惯，让大家
学有榜样、做有标兵。创新积分挂钩，助力
全面振兴。将“道德超市”积分与产业发展
基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内容挂钩，促使
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越来越高，在提高村民综合素质的同时，
也助力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罗官村以客事从简为突破口，建章立
制，多措并举，移风易俗，传承勤俭节约美
德，让乡风文明落地生根。

组织引领，“入脑入心”。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优势，凝聚群众，以“党建+”的
模式推动移风易俗，通过道德讲堂、入户宣
传等形式宣传教育，让良好风尚深入民
心。建章立制，“有章可循”。制定村规民
约，成立红白理事会等，形成了一套有效的
客事简办治理新机制，控制了宴请标准，遏
制了攀比陋习，管住了铺张浪费，减轻了群

众负担。党员示范，“落地生根”。充分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简办客事，狠
刹“大操大办”，摒弃了人情消费的功利化、
庸俗化，把文明乡风转化为村民的自觉行
动。典型带动，“发扬光大”。创建奖惩机
制，设立“移风易俗”奖，奖励在移风易俗、
客事简办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人和事，加强
典型示范作用，制定负面清单，有效地改善
了村民大办客事的不良习气，营造了向善
向上的良好氛围，使村民切身感受到活动
成效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

李士村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线，打出一套“讲、帮、乐、树、行”的组合
拳，让文明乡风飞入寻常百姓家，丰润乡村
生活，共筑文明家园。

讲，依托道德讲堂、红色讲堂等载体，用
老百姓听得懂、接地气、有温度的“家常话”，
解读“新思想”。用，“小故事”阐释“大道理”，
唱响文明之声，做足思想教育“大文章”。帮，
组织志愿服务队为困难老党员、道德模范、孤
寡老人、留守儿童和残疾人等群体解决实际

问题，形成邻里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社会风
尚。乐，发挥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等平台作用，
开展文艺演出、秦腔自乐班、农村电影放映、
村民阅读、健身等文体活动，活跃乡村文化生
活。树，“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结合村规
民约修订，把仁、孝、诚、信等传统美德融入村
民日常生活，引导农民行善事、做好人。行，
推行乡村文明实践积分卡制度，引导群众积
极参与卫生保洁、公益事业等活动，获取爱心
积分，并用于兑换生活用品等。

村风文明 助力乡村振兴
山东省曲阜市武家村

文明乡村绽放幸福之花
河南省开封市张庄村

传承优良家风 建设最美乡村
湖北省恩施市二官寨村

织出乡风文明建设锦绣画卷
湖南省娄底市油溪桥村

“道德超市”激发“幸福万年”内生动力
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万年村

引导客事从简 助推乡风文明
云南省宾川县罗官村

文明乡风飞入寻常百姓家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李士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