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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档案

□□ 鱼玉军 本报记者 肖力伟

自编自导的原生态民宿实景大剧，分门别类
的陕北民俗，原汁原味。置身其中，乐而忘返。坑
镇赤牛坬，陕西榆林佳县一个偏远普通的村落，这
几年文旅产业声誉鹊起，引得人们纷至沓来。

《高高山上一头牛》原汁原味

耕种、打夯、娶亲、祈雨……这些祖祖辈辈生
产生活的场景，如今在赤牛坬村大型实景剧《高
高山上一头牛》中，栩栩如生地再现。5月28日，
记者来到赤牛坬采访，体验的第一道文化大餐就
是这样一出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演出。

“《高高山上一头牛》是真正的原生态民宿实
景大剧。”赤牛坬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高
建茂自豪地说。

据了解，这部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农
民。演出的前一刻，大家还在自家地头劳作。演
出时间一到，便从村子的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

一阵忙碌的换装后，便上台表演。没有剧本，道
具简单，也没有复杂的舞美设计。老黄牛、高头
大马就是“特邀演员”，红枣玉米是演出道具，剧
中的锄头还沾着泥土……演出结束，大家衣服一
换又呼啦啦去做自己的活计。就是这么一部由
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实景剧，带给观众的震撼与
感动，一点也不亚于专业大剧。

7.5万件民俗展品叹为观止

欣赏完大型实景剧，当记者走进别具特色的
赤牛坬村民宿文化展览馆和坬上人家三十六行
馆，更是兴奋不已。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的一些农耕
用具、生活用品被束之高阁。一些风俗、器具、美
食、生活方式只能在老相片和影视作品中见到。
在赤牛坬民俗文化展览馆，这些东西你都全能找
到实物。这里俨然成了陕北农耕文化的一块活
化石，更是留存了黄土高坡上的一个民族记忆的
背影，留住了农耕文化的根脉。

赤牛坬民俗文化展览馆建在黄土高原的招
牌式建筑——窑洞里。从外面看去，数十孔窑洞
上下分列排开颇为壮观，里面还有一条长长的通
道将它们连接起来。展览馆纵横交错又条理清
晰，每进入一个展区就仿佛步入一个记忆的宝
库。展览馆分为灯展室、工匠器械室、度量衡室、
红枣博览室、传统饮食博览馆、五谷杂粮馆、婚丧
嫁娶展览馆、服装鞋帽馆、三十六行等六大展区
213 个展室，总面积达 3.93 万平方米，馆内藏有
展品7.5万余件，所有展品都是村民捐赠和收集
的。2015年9月，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

别具特色乡村游红红火火

赤牛坬村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使全村面貌焕
然一新，也让全体村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赤牛坬村有村民353户、1008人，常住人口
500多人。其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2户、169人，
在册贫困户3户3人。

2009 年，赤牛坬村确立了以黄土高原农耕

文化和传统民俗为主题的旅游产业发展思路，村
集体成立佳县大美乡村旅游公司，设置股份120
股，每股1.5万元。经过六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演出节目打造，赤牛坬旅游区于2015年9月正
式对外开放，并在2016年12月被评为全国AAA
级旅游景区。赤牛坬村也是全国第三批美丽宜
居小镇和美丽宜居村庄。

景区的成功运作，让村民得到看得见的实
惠。仅实景剧演出，在旺季全村有 100 多人参
演，淡季也有30多人参演。演出一场，每人挣20
多元，每月演出十几场。此外，村民单独从事旅
游服务业的有30多人。

69岁的高思茂是展览馆的讲解员，讲解一
场挣50元，每月讲解十几场。高思茂感觉现在
收入不错，活得有滋有味。

“村民现在有村集体经济分红、旅游产品销
售、旅游公司务工、旅游服务业自营等多种增收
方式。去年，全村年产值近1000万元，人均纯收
入超过1万元。”高建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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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立群 蒯晓月 李靓婷

从坚守乡村讲堂19年、义务辅导数千学子
的退休教师马如松，到寻访亡父前妻登门认
亲、27年尽心侍奉感动乡邻的孝子朱惠泉，再
到创建“扶贫志愿者协会”、关爱贫困学子“退
而不休”老干部胡宏根等，江苏省泰州市姜堰
区大伦镇的“中国好人”“省道德模范”不断涌
现。他们的先进事迹激活了更多人心中潜藏
的道德情感，潜移默化中，存好心、当好人、做
好事在泰州姜堰区大伦镇成为一道最美风景。

“好人”评选培育向上正能量

前不久，大伦镇响堂村一季度“响堂好
人”如期公布在村委会门口的美德善行榜专
栏内，3位村民榜上有名。

“看看，我就说小露这孩子心眼好，肯帮
人，一定能被选上，这不，被我说中了吧？”76
岁的村民于元吉拉着邻居吴宝和的手凑近榜
单，一个劲地指给他看。

小露名叫游露，今年 34岁。去年一天傍
晚，他发现有位老人掉进了自家西边的一条
小河里，随即跳下河将老人救了上来，自己却
差点陷进一人深的淤泥里。游露是个热心
人，平时，左邻右舍有事需要帮把手，他总是
一喊就到。一个月前，村里发动大家推选一
季度“响堂好人”候选人时，于元吉和邻居们
将游露的名字填报上去，果然光荣上榜。

60岁的缪埭村村民缪应根这次则被推选
为镇级“大伦好人”。他是一名患有小儿麻痹
症的残疾人，自力更生的他办起了一家砂轮
作坊。尽管生活不易、收入不多，仍力所能及
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20年来，他每年

都悄悄地赶到镇敬老院，给老人们送去鱼肉
等年货和生活日用品，却从来不肯留下姓名。

采取推荐加自荐的方式，由村到镇逐级推
选，定期通过群众自评、代表互评、村镇两级审
核等程序，保证评选的公正、透明，大伦镇“好
人”评选已形成规范化、常态化工作机制。

“评选分层级，荣誉不分级。”该镇党委副书
记钱忠信说，通过深入开展“最美人物”“美德善
行”等系列“好人”评选活动，不断深挖典型，大伦
全镇涌现出了一大批美德善行好人，先后有2人
获评“中国好人”、1人获评江苏省年度人物，1人
获评省级道德模范，2人获评“感动泰州”十大人
物，2人获评泰州市“十佳乡贤”等荣誉称号。

“好人现象”点燃向善精神火炬

近年来，大伦镇“好人现象”的道德光源，
不断点燃乡村引人向善的精神火炬，散发出
强而有力的精神力量。

响堂村村民吴有余与“中国好人”马如松从
小就认识，每到寒暑假，他就送孩子去马如松的
辅导点上课，身边的典型时刻感染着他。去年
起，他闲暇时不再打牌、钓鱼，主动参加了村里的

“老娘舅调解队”，哪两家因建房、修路发生了矛
盾，哪家婆媳不和吵吵闹闹，只要听到，他都会赶
过去帮着调解，苦口婆心地反复劝说，不到双方

握手言和绝不“收兵”。
在这里，道德典型可以享受“明星”般的

待遇，包括发放荣誉证书、优先从好人家庭中
推选“十星文明户”等。对于“党员好人”，则
在党员考评中加分。对于家境不宽裕的“好
人”，则有逢年过节上门慰问、子女入学结对
帮扶、低保五保优先办理等激励措施。

“吸引好人加入，宣传也很重要。”钱忠信说，
除开设美德善行榜等专栏外，他们还通过电子
显示屏、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农民讲师团等，多
形式、多载体、全景式宣扬各级好人的先进事迹。

“好人文化”构筑道德高地

大伦镇地处革命老区，1940年，新四军在
这里建立了中共大伦区委和区公所。多年
来，这里民风淳朴绵长，文化积淀深厚。

“好人集聚在大伦，这是一种必然，也是
时代的召唤。”该镇党委书记王玮说，近年来，
大伦镇通过进一步厚植“好人文化”，推崇崇
德向善，民风陋习得到扭转，“好人文化”正在
不断构筑起大伦乡村文明实践的道德高地。

对于这种变化，响堂村党支部书记王珠
凤深有体会。她说，以前农村宅基地纠纷、婚
姻家庭矛盾等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响堂
村也不例外。个别村民甚至因有人骑车碾压
到自家青菜，一言不合就会大动干戈。现在
不一样了，双方都能冷静下来，有事好商量。

据悉，为进一步放大“好人效应”，拓展
“好人朋友圈”，该镇还积极打造志愿服务品
牌，以“中国好人”“道德模范”为引领，先后成
立了“夕阳红”“小青苗”“青益大伦”等10多支
志愿服务队。如今，这些特色服务品牌已深
入人心，“好人”人数与日俱增。

江苏泰州姜堰区大伦镇

“好人文化”构筑乡村最美风景

□□ 李木易 宋治广

色彩明丽的“文明新风”宣传画前，志愿
者正在清扫卫生；村委会办公室门前，不时有
村民驻足阅读公告栏上张贴的“四德榜”……
行走在山东省威海市经区泊于镇的乡村田
园，鸟鸣成韵、花团锦簇，山清水秀间彰显着
欣欣向荣的蓬勃生机，更充盈着醇美和谐的
朴实民风。

组织引领倡导“好人文化”

为给居民创造更好的文化环境，泊于镇
出台了《2020年度村居干部考核办法》，将精
神文明建设纳入干部考核。号角吹响，一次

“添砖加瓦”行动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村居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提档升级工作干起来了，
站点实现泊于辖内社区村庄全覆盖，党员活
动室、农家书屋、儒学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
讲堂等服务设施应有尽有；“泊于好人”“善行
义举四德榜”“最美家庭”选起来了，一大批优
秀道德模范涌现出来，在思想品德建设上指
引了方向；纳凉晚会、“一村一年五场戏”、公
益电影放映、乡村阅读活动办起来了，居民的
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积极向上
的文化氛围逐渐在村民中形成。

“要为乡村振兴做出‘泊于贡献’，提高百
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居民的精神文
化建设不能落下。”泊于镇相关负责人说，政
府既要引领导向，通过倡导“好人文化”凝聚

群力、汇聚群心，共建时代文明新风；也要勇
担责任，完善上层建筑与基础设施，为居民精
神文化生活的进一步丰富提供有力支持。

志愿服务聚点滴爱心成海

“志愿服务必须贴近民生，急民之难、解
民之困，做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事。”说起志愿
服务，蒲湾社区心连心志愿者团队队长刘国
东可是个“老江湖”了。早在2017年蒲湾社区
开始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时，他就是一名积极
分子，2020年，蒲湾社区心连心志愿者团队成
立，资历最老、最活跃的他成了队长。团队由
23名志愿者组成，其中最年轻的志愿者三十
出头，最年长的年过七十岁依旧活跃在志愿
活动一线。

翻开志愿服务记录册，各式各样的志愿
服务留影令人目不暇接，为困难户清扫庭院、
帮孤寡老人打理农活、紧急修缮被恶劣天气
破坏的房屋、帮助清洁村内环境卫生等等，在
刘国东的组织带领下，身着红色制服的心连
心志愿服务队俨然已经成为蒲湾社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他们穿梭在烈日下、寒冬中，为
居民解决了一桩桩头疼的麻烦事，也在志愿
活动中身体力行地传播着爱心。

在泊于镇，每个村子或社区都有一个像
心连心志愿服务队这样的志愿者团队，志愿
活动以爱心传递爱心，以真情感动真情，“好
人文化”也通过志愿活动传遍千家万户，成为

“泊于文化”建设新的内核。

模范评选树典型引领风尚

在泊于镇，提起侯静娥、夏吉芹、郭艳秀
和梁会妮四位妇女，每个村民都会竖起大拇
指。2018年，她们手拉手从海里救起两家人，
被评为“威海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为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带头作用，促使居
民主动参与“好人文化”的构筑和弘扬，泊于镇
设立多个道德模范奖项，通过评选，许多平凡

却又品德高尚的道德模范涌现出来：盐滩村的
刘俊丽在丈夫去世后带着叔婆改嫁，坚韧的她
一肩扛起两个家庭的责任；海西头村的董庆
华，丈夫车祸瘫痪，她多年来一直周到细致地
照顾，不离不弃，将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自2018年以来，泊于镇先后评选“泊于好
人”16名，“四德榜”上榜道德模范数百人，获

“最美家庭”“最美经区人”等区级荣誉的有12
人，获“威海好人”“道德模范”等省市级以上
荣誉的有9人。

山东威海泊于镇

“四德榜”倡出文明好村风

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幼儿及小学生到社区文化大院绘画。 资料图

乡村好人

大学生公益支教关爱留守儿童

2020年7月6日，来自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
们给甘肃省礼县的留守儿童现场演示讲解机器人的功能和操作方
法。据了解，从6月23日起，这家学院“我爱飞翔”航空科教扶贫服
务队的15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甘肃省礼县王坝镇中心小学，开展为
期一个半月的暑期公益支教活动，为当地留守儿童开设航空科普、
机器人、摄影、美术等课程，送上爱心关怀。图为7月6日，大学生志
愿者在给留守儿童讲解机器人的操作方法。 赵彦婷 文/图

山东利津县汀罗镇
清洁行动改善人居环境

今年以来，山东省利津县汀罗镇以“创建国家卫生乡镇”为契
机，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该镇先后实施道路综合整治、环境卫
生清扫、国土绿化行动等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工作，人居环境有
了明显改观，村民文明卫生意识大大增强。

该镇成立了以镇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创建国家卫生乡镇工作领
导小组，采用不定时间、不定路线的方式进行督导检查，深入到村
组、胡同、角落等，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导整改。强化宣传发动，
营造创卫氛围。在全镇中小学、休闲广场、农贸市场、卫生院、村委
会设立健康知识宣传栏或宣传展板。目前，全镇共设立宣传标语
40余条，制作宣传海报 14幅，发放宣传资料 6000余份。同时，举
办健康卫生、各类爱国卫生运动知识讲座，开展老年人、慢性病
患者免费健康体检等惠民活动，实现创卫宣传全覆盖，营造了浓
厚的创卫氛围。在对村容村貌“脏乱差”进行综合整治的基础
上，该镇大力提升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推动“三清一改”向农户
院内延伸，深入开展清洁行动，切实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王乾 宋萍

广西南宁市邕宁区
开展感恩教育 促进文明乡风

“以前我家实在太穷了，连老婆都熬不住这苦日子跑了。自从
驻村帮扶干部来了后，不仅把我介绍到企业去打工，每个月能挣到
2000多元工资，还给我送来了各种技术资料，手把手教我种植甘
蔗、板栗、南瓜等经济作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经济收益。”7月
中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那楼镇举办的“扶贫感恩教
育”会上，刚摘帽的脱贫户杨泽登动情地说。

邕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邕宁区坚持把乡风文
明建设与脱贫攻坚有效融合，在全区持续开展“扶贫感恩教育”。

那楼镇党委书记陆文威说，感恩教育通过“书记讲给书记听”
“群众讲给群众听”“群众带着群众干”的“三步走”方式，让各级党
支部书记懂得宣讲感恩，贫困户用自己的语言感染他人，脱贫户用
自己的行动带领其他贫困户共同脱贫致富。近年来，那楼镇深入
各村开展“感恩教育”30余场次，参加人员3000余人次。那楼镇贫
困发生率从2016年的14.9%降至2019年的0.15%。

通过持续有力推进，“扶贫感恩教育”已成为邕宁农村乡风文
明建设的“主角”，借助感恩教育的“主角光环”，广大农村精神文化
生活愈加丰富、党的政策宣传愈加深入、科教文化服务基层的能力
愈加提升。 覃捷

贵州余庆县
推进生态环保殡葬 丧事从简

针对农村丧事做道场吹打念经、请风水先生装神弄鬼、重葬厚
葬、大操大办等陋习，今年以来，贵州省余庆县出台殡葬管理新举
措，大力推进生态殡葬、环保殡葬、惠民殡葬。

措施明确，辖区内人员死亡，3日内火化，埋葬骨灰的墓穴不
得超过1平方米；严禁土葬遗体和将骨灰入棺套葬，鼓励骨灰抛撒
和遗体捐献，实施骨灰抛撒或遗体捐献的一次性奖励2000元。严
禁在殡仪馆内燃放烟花爆竹，严禁使用纸质花圈花篮，改用鲜花或
绢花花圈花篮吊唁。

“以前遇老人去世，酒席要大办 5天到 7天，请道士团队吹打
念经，唢呐队和孝歌队吹拉弹唱，把丧事办成喜事，花费少则 1万
多元，多则 3万元至 5万元。现在好了，厚葬薄养、大操大办得到
了有效遏制，也减轻了群众负担，让我们村村风更正了，家风更
淳了。”构皮滩镇高坡村党支部书记杨再奎谈到乡风文明，脸上
挂满了笑容。 吴明富

安徽界首市光武镇
开展文体活动 提振农民群众精气神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年，安徽省界首市光武镇党委、政府
大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提振农民群众精气神，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该镇利用农民文化活动广场，组织村民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
文化活动，让广大农民不迷信、不信邪教、不打麻将。村民们每天
走进文化广场，自娱自乐，健康身心，快乐生活。图为光武镇西街
社区组织村民开展农民趣味体育活动。 徐良 摄

“好人榜”张榜后，吸引了众多村民看榜。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