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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西林县
移风易俗题材文艺演出进乡村

为创新做好农村移风易俗宣传和教育引导工作，今年以
来，广西西林县积极组织创作移风易俗题材文艺作品，其中由
该县创作的歌伴舞《移风易俗兴壮乡》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推
荐，入选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举办的第三
届“县乡长说唱移风易俗”优秀节目并于今年9月份在北京展
演。同时，该县还组织开展“除陋习树新风·兴文明美乡风”暨
戏曲进乡村文艺巡回演出活动8场次。这些文艺演出走进各
乡村，为广大群众带去精彩的文化盛宴。

该县还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县融媒
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等阵地优势和作用，广泛开展移风易俗
宣传。 韦素雪 汤细芳 苏占平

浙江台州市路北街道
公益托管班 育儿够放心

日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铭泰社区公益托管
班——“泰泰托”学堂开办，依托社区儿童之家阵地资源，在妇
联、公安等部门以及社会公益培训机构的支持下，坚持以党建
为统领、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开展系列公益托管服务，有
效帮助社区家长解决周末、假期“看护难”问题。丰富多彩的
文化与科普活动，帮助孩子拓展了视野。

“我们的新乡贤在对社区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得知，放假后
一些家庭没有精力看管孩子，我们便和社区商量，积极协调各
部门、多方面的力量，组办公益托管班。”路北街道有关负责
人介绍道。除铭泰社区开办了 35名学生参加的“泰泰托”学
堂公益托管班外，路北街道的新乡贤们还开展了童书乐捐、
公益讲课等一系列文化教育服务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的文化
精神生活。 官倩倩

江西萍乡市白源街道
乡贤助力唱响和谐歌

为持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江西省萍乡市
安源区白源街道充分发挥乡贤联系群众较紧密的优势，探索
乡贤参与基层信访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设立“乡贤理事会”。

白源街道办事处按照品行好、热心社会工作、群众公认等
标准，选树一批能干事、想干事的新乡贤，他们多是老党员、政
协委员、人大代表、社会道德模范以及在白源街道投资创业的
外来生产经营管理人才等，他们帮着调解邻里纠纷、信访诉
求。让乡贤参与信访接待、调解基层矛盾，引导群众理性合法
表达利益诉求。在乡贤们的努力下，辖区信访矛盾少了，群众
满意度提升了；打牌赌博的少了，跳舞健身的多了。 贺嘉

贵州遵义市
“村管事”服务村民引领新风尚

近日，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李梓村，“村管事”小
组长、党员刘均正带领管事小组协调处理一起因旱情引起的
用水纠纷，和风细雨的调解让两户村民互相体谅，言归于好。

近年来，遵义市大力推行“寨管家”“村管事”等微治理模式，
形成党建引领、多方参与、群众自我管理的文明乡风建设有效路
径。山盆镇依托“一张网一中心十联户”社会治理网格，建立

“党建+村管事”四级组织体系，将服务落实在一线、问题发现在
一线、事情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一线。“自从有了‘村管事’，
环境卫生变好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形成守望相助、文明和谐
的新风尚。”李梓村坪上组村民刘永琪说。目前，该镇共有村管
事小组233个，为培育文明乡风起到了积极作用。 何雨沐

黑龙江双鸭山市
“乡土味儿”理论宣讲送知识播文明

“今天趁着空闲儿，跟大伙儿叨咕叨咕关系咱老百姓权益
的信访工作新条例，聊聊今后如何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事儿……”近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
团骨干赵升海、宝清县青原镇本北村村支书李井明盘腿儿坐
在村民杨达家的热炕头上，给十几位村民“乡土味儿”宣讲乡
风文明建设中的法律知识。

这是双鸭山市贴近乡村群众开展理论宣讲活动的一个场
景。新的《信访工作条例》制定出台后，该市按照省信访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黑龙江省信访局的安排部署，结合乡风文
明建设需要，开展专家系统讲、宣传骨干深入讲、文艺活动创
新讲；通过“地头宣讲”“板凳课堂”“视频连线”“唠家常”等方
式让学习宣讲活起来。该市还发挥村居“法律明白人”作用，
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文明和谐理念入脑入心。 李宏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走进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塘湾村，郁郁葱
葱的树木形成一个天然氧吧，河水清澈，房舍精
丽，田野秀美……近年来，塘湾村围绕“乡村，让
生活更美好”的目标，不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让传统文化与智慧科技在现代
乡村交相辉映，逐步探索出一条大都市近郊乡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

打造15分钟社区幸福生活圈

塘湾村自然条件优越，村里有 1000 亩树
林，20 条河道。经过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建
设，村子更美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十分便利。

三年前，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经
过规划和建设，塘湾村逐步形成“东南西北、各
有精彩”的乡村15分钟生活圈。

从塘湾村任意一个村民小组出发，步行15
分钟都能到达想去的活动场所。在母亲花文化
园、无动力乐园，人们可以漫步在金灿灿的萱草

园，在蛙叫虫鸣中体会大自然的奥秘和“治愈”力
量；在农家风情馆，人们可以体验罗泾十字挑花、
听一场沪剧、尝一块四喜风糕，唤醒民俗文化记
忆；利用众文空间，人们可以静静地感受书香和
艺术对于心灵的滋养；在馨月汇星空营地，人们
可以体验有趣的亲子活动，伴着星星入眠……

塘湾村还积极举办“唱响塘湾、书香塘湾、翰
墨塘湾、古韵塘湾、众文塘湾”等系列主题文化活
动，以及“古韵泾彩”民间文化节、农民篮球联赛、
小龙虾长江蟹美食节、美丽乡村徒步赛等乡土节
会，以丰富活动激发文化活力，弘扬乡土文化，提
升文明素养和幸福感，树立农村文明新风尚。

该村村民服务中心引入可代办 88个项目
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延伸点。村卫生服务
站依托镇卫生服务中心聘请的12名专科专家，
每月两次下沉站点，为村民提供面对面的健康
服务。

借力母婴康养产业弘扬慈孝文化

“小朋友可以在这里认领一块地，感受播种

到收获的全过程。”馨月汇董事长曹伟指着一块
块挂牌的蔬菜田说，“康养产业不再局限于‘康
养’。馨月汇扩展提供孕产妇休养、母婴康养、
亲子度假以及学前教育等服务，以此解决了约
100位本地农民就业问题。”

塘湾村以农业资源为基础，开发出一批与
农业“沾亲带故”的特色服务业。该村选定母婴
康养产业为发展方向，与母婴服务公司馨月汇
合作打造国内首个母婴康养村。同时，积极引
进奶粉、婴儿服装、儿童摄影等与母婴用品相关
的企业入驻塘湾，打造母婴康养产业链。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依堂前，
不见萱草花。”萱草花被称为中国的“母亲花”。
这里的村民围绕“萱草产业”做文章，不仅将萱
草变成近郊旅游资源，也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

塘湾村打造国内首家母亲花文化园，并在
村庄风貌建设和景观提升中植入萱草专类品
种，引导村民参与萱草种植，发展萱草花卉产
业，研发萱草饮食和文创产品，营造萱草花园主
题村，打造萱草主题全产业链，把母亲花种成村

民的致富之花，并借此大力弘扬慈孝文化。

多措并举涵养文明新风尚

有商有量心舒畅。该村中心地带有一块名
为“一亩三分地”的小菜园，由村民自家宅基地
富余部分集纳在一起，这就是村民集体商议形
成的，既避免了邻里冲突，又美化了村居环境。

村里设置文化墙、法制宣传长廊、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等宣传阵地，定期开展科普宣传、

“送法上门”“乡村故事汇”等品牌活动。开展
“好家风好家训”评选展示，弘扬塘湾慈孝家
风。举办百姓文化大舞台和小戏小曲展演、

“塘湾影像”摄影征集等活动，弘扬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等文明风尚。围绕村民需求，该村建
了塘湾大礼堂，为塘湾及附近的村民提供婚寿
喜宴等服务。

按照“推窗见绿，移步换景”的整体布局，该
村开展“优美庭院”创评。通过党员户、文明户、
优美庭院、家风家训亮牌展示，塘湾村村民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文明乡风建设不断走向深入。

上海宝山区塘湾村：文明共建打造幸福生活圈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 邓卫哲

前不久结束的大学开学季，海南省昌江
黎族自治县海尾镇南罗村没有大操大办的升
学宴，取而代之的是广大村民和外出乡贤踊
跃捐资助学。

今年，不用开会，不用号召，仅仅通过微信
群倡议，南罗村就筹集到 6.5万元助学善款，村
里的 11名准大学生得到 4.7万元捐助，剩余款
项则自动纳入下一学年捐资助学活动。

南罗村村务专员周石全就是捐资助学活动

的受益者之一，毕业参加工作后，他通过各种方
式反哺家乡，成为爱心助学活动的接力者。

前些年，在昌江提起南罗村，春节各大姓氏
大摆拜年宴是出了名的，从大年初六到十四一
吃就是八九天。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村里到处都
是炮仗声，随处可见醉醺醺的村民。

为了改变这一陋习，2014年南罗村委会专
门组织外出乡贤回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制定
了《南罗村移风易俗村规民约新三条》，推动广
大群众积极响应、见贤思齐，从我做起，从现在
做起。

南罗村党支部书记陈必能介绍，新村规民
约将全村原来持续多日的拜年习俗改为集中在
初六这一天，同时乔迁新居、子女升学均一律不
准办酒，红白喜事一律从简办理，得到了广大群
众的支持和遵守，南罗村以实际行动破旧立新、
移风易俗，乡风民风不断向好。

“引导村民做好移风易俗、爱心助学等工
作，让文明风尚风气在村里蔚然成风，这也是良
好人居环境的一种体现。”南罗村驻村第一书记
文巨文说，村民们现在吃喝不愁，物质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也盼着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好。

自 2007年起，南罗村启动捐资助学活动，
15年如一日，爱心助学不止步，目前已资助大
学生190名约50万元，得到了社会的好评、群众
的称赞，成为文明实践的典范。同时，南罗村委
会每年还会借助捐资助学活动，充分发挥乡贤
议事会作用，商量决议村里的各项大事，督促各
项村规民约的落实执行。

如今，走在南罗村，难觅垃圾踪影，种有三
角梅等花草树木的村民“花园式”小庭院，和村
路两旁青葱翠绿的高大树木相呼应，仿似人在
画中游，令人心旷神怡。

红色领航传帮带 基层队伍强起来
近日，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海路街

道乌江恬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周
荣飞“名支书工作室”正式开班。在开班仪
式上，周荣飞向18名“名支书工作室”学员，
分享自己带领干部群众共建幸福社区的工
作体会及成果，表达了把工作室做成社区基
层书记学习的分享园、经验交流园的思路与
信心。这是遵义市汇川区坚持以党建引领

“名支书工作室”创建工作的精彩一幕。
近年来，遵义市汇川区加强基层人才队

伍建设，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通过
老带新、强带弱、先锋带整体的方式，进一步
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他们用心选育一批
从事基层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群众反映服
务好的“领头雁”建立起4个“名支书工作室”，
招录一批缺乏基层工作经验，想学习、愿付出
的基层干部，通过学习培训、专题研讨、跟班
锤炼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实
战”本领，着力组建一支思想素质高、综合能
力强的社区（村）干部队伍。 毛艺

“三个聚焦”搭建网上信访“大通道”
今年以来，山西省沁源县利用信息技

术，围绕“高效、快捷、舒心”目标，搭建平台、
创新机制、规范服务，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网络阳光信访新模式。

沁源县进一步拓宽网上信访渠道，充
分发挥“互联网+信息”时效性、便捷性优
势，进一步畅通县委书记、县长热线电话业
务，安排专业人员专职负责录入、受理、转
送等工作。建立健全信访网上投、事项网
上办、问题网上督、结果网上评的“一体
化”办理机制。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

“事心双解”，进一步创新服务，围绕受理
细心、办理用心、回应贴心、服务暖心的

“四心”模式，打造舒心网上信访。信访
无小事，网解百姓忧。沁源县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积极践行
网上群众路线，关注热点、解决难点、疏通
堵点、祛除痛点，有效减少了群众的上访成
本和时间，切实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幸
福感。 晋升

完善信访听证制 增强政府公信力
近年来，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田庄镇

党委、政府极力完善信访听证制度，提高了
群众的感知度，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

巨野县田庄镇着眼信访听证与信访信息
公开是公众参与权的保障，通过信访协商与
听证机制，提高群众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与
决策的感知及认同程度。明确信访听证范
围，明确了反复缠访、闹访、社会影响大的信
访事项，应当组织公开听证，除涉密信息，在
实践操作过程中通常以群众迫切要求为标
准，存在分歧纠纷的全部公开听证。规范信
访听证程序，细化信访听证流程和步骤。增
强听证的公开透明度，从听证前的公告发布
到听证后的听证记录都应予以公开，通过官
网发布、微博、微信等多种形式进行全程公
开，实现公众知情权的最大化。随着田庄镇
将听证制度切实落到实处，解决了现实中存
在的一系列问题，有力地提升了群众的满意
度，密切了干群关系，为信访工作的有效开展
奠定了更加良好的基础。 晨曦 谓磊

台州黄岩柑橘节“万人游黄岩”活动启动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近日，2022年浙江省台州黄岩柑橘节之“万
人游黄岩”活动正式启动，位于台州市黄岩
区澄江街道的中国柑橘博览园内游人如
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兴致勃勃地欣
赏美丽的橘园风光，感受浓浓的橘乡文化。

眼下正值丰收时节，橘林似锦，黄澄澄
的“小橘灯”挂满枝头，本地早、蜜柑、沃柑、
红美人、葡萄柚等柑橘品种丰富多彩。现
场，凤洋村党员志愿者们穿梭于橘林之间，
帮助橘农售卖蜜橘，游客络绎不绝，纷纷拍
照、欣赏、品尝，享受着自由采摘的乐趣，有
效带动了当地橘农、合作社橘子的销售。

一年一度的黄岩柑橘节是黄岩区重要
的文旅节庆活动，是以橘会友、以橘联谊的
重大盛会。近年来，澄江街道在党建引领
下，以组织振兴促进柑橘产业振兴，依托柑
橘节，有效创新销售渠道，增加村民收入，
加快了乡村振兴的步伐。

朱幼萍 韩鸿杰

当好企业服务员 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
日前，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

街道遵义金紫阳食品有限公司，党员网格
长化身企业服务员，在走访服务过程中大
力宣传《惠企政策汇编》，耐心询问企业诉
求，能现场作出解决的现场给予解决，不能
现场解决的请上级部门给予解决，为服务
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尽职尽责。

董公寺街道紧盯为企服务事项，以“领
导+部门+网格”三级包保模式，提出“‘董跑
跑’跑出服务加速度”服务口号，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主
动服务、靠前服务。通过精准推行“点、派、
接、评”的四单闭环服务，采取“企业点单、
专班派单、部门接单、企业评单”服务模式，
推动政企“供”“需”对接走上快速通道，精
准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今年来，街道
共走访服务企业 300余次，为辖区珍酒、董
酒、联盛、三仁堂、金紫阳等企业开展劳务
用工就业推荐 2000余人次，处理化解涉企
问题10个。 夏雯珺

牢固树立群众诉求无小事理念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章缝镇党委、政府

牢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宗旨，本着
“群众诉求无小事”的理念，落实好班子成员
每天轮流接访制和领导带案下访活动。

章缝镇党委、政府以落实二十大精神为
指导，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积极推行基层一
线服务，及时受理、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面
提供高效服务，解决群众诉求不推不拖，做
到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困难帮扶到位，不合
理诉求政策宣传到位。面向老百姓加强相
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群众合理解决诉
求。在充分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同时，切实
加大对无理缠访、闹访、非访等行为的打击
力度，营造规范合理的信访秩序。杜绝出现
打击不及时，处理不坚决，从而导致小事拖
大，大事拖重现象。联合司法机关，继续加
大对乡村信访工作的支持力度，团结协作，
形成合力，依法治访，依法处条，形成高效有
序的合作联动机制。 刘谓磊

□□ 陈兰兰

“村民滕正合参加社区关爱老年人
防诈骗宣传志愿活动，获得 1 个积分。
邵金梅参加区广场舞大赛获得优秀奖
得2分……”近日，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
临齐街道东关社区的社区工作者张瑜
在登记手册上一一做好登记。从 2021
年开始，东关社区通过社会各界捐助，
建起了信用积分兑换处，完善社区志愿

服务激励机制。
为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文明实

践活动的积极性，陵城区积极探索推行
文明实践积分制管理，在乡镇和城市社
区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银行”示
范点，通过“信用+志愿”相结合，为辖区
居民、个体工商户建立信用档案，对好
人好事、干事创业等行为进行加分，对
破坏公共财物、随意倾倒垃圾等行为进
行扣分，将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等文明

实践活动纳入个人信用赋分，并对积分
等级高的个人给予物质激励。

目前，陵城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在乡镇和城市社区共打造“信
用+志愿”示范点 50余处。“小小积分兑
换的不只是物质奖励，更是精神鼓舞，
带来的是群众文明意识和素质的大大
提升，‘小积分’推动‘大文明’。”陵城区
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冯冬
梅说。

今年以来，广西崇左市大新县福隆乡平良
村通过党支部引领，推行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
治理积分制，有力促进农村文明和谐发展。该
村将乡村治理积分制纳入村规民约，明确“村屯
建设、村风文明、内生动力、遵纪守法、配合工
作”五大类16个内容的加分标准。村民的善行
义举以户为单位记录在爱心超市中，引导农民
群众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
动力。该村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等

“一约五会”作用，开展“好村民”评选等活动，实
现广大群众由“要我文明”向“我要文明”转变。
图为平良村村民到爱心超市用文明积分兑换生
产、生活用品。 许毛敏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乡村振兴，不仅是物质水平的提升，也是思
想文明的进步；美丽乡愁，不仅藏在绿树红瓦间，
也体现在百姓文明向上的精神风貌里。村里有

“三小”，乡风日日好。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依托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积极推动“三小工程”，
即“小公约”“小家训”“小名人”深入乡村，逐渐形
成文明村庄新气象。

“小家训”家家传。在王哥庄街道，家家户户
庭院、门口都可以看到镌刻着家风家训的木质牌，

“我们希望通过弘扬良好家训家风来实现家风带
民风、以民风促社风的浓厚氛围。”王哥庄街道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该街道在30个村居打造了各具
特色的“家训街”，同时在庙石、唐家庄等文明实践
站陆续开展文明家风家训宣讲活动。目前，崂山
139个农村社区（村）全部建起了文明实践站，大
力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新时代文明实践
主题活动，潜移默化影响群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
观念。

“小公约”全民守。王哥庄囤山社区“小公
约”规定了文明殡葬、无火祭祀等移风易俗内容，
居民厚养薄葬的意识基本养成。新婚俗也日渐
盛行，崂山区开展的“海誓山盟新时代文明婚礼”
形式简约不失浪漫，被越来越多年轻人喜爱。

“小名人”人人学。“我的照片在社区小广场
上宣传栏里，全家都为我感到自豪。”在沙子口松
山后社区，六十多岁的王秀香荣登社区“十佳好
媳妇”光荣榜。崂山区在各个社区打造好媳妇、
好婆婆、好少年等“小名人”工程，并将评选出的
先进典型人物在社区广场集中展示，引领群众爱
榜样、学榜样。

时代需要道德榜样，乡村需要真心英雄。崂
山区通过文明实践志愿引领，推动“三小工程”进
乡村，吹开乡村群众崭新的精神面貌。

山
东
青
岛
崂
山

文
明
实
践
推
动
﹃
三
小
﹄
进
乡
村

平良村：“小积分”推动“大文明”

德州市陵城区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

打造“信用+志愿”示范点

村规定下来 文明风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