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绍兴市新昌县
文明实践共建乡村美好家园

“以前村民办红白事讲排场，自从村里成立红白理事会
后，这些旧习改变了许多。”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上里村党员、
文明实践志愿者徐正金说。

近年来，新昌县以培育文明乡风促进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
效。该县儒岙镇横板桥村以党建引领，通过成立乡贤参事会、巾
帼志愿会、红白理事会、板桥德馨会等，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基
层治理新模式。儒岙镇还推出天姥爱心港、天姥平安行、天姥夕
阳红、天姥美立方、天姥书香情五大志愿服务项目，致力打造党建
志愿服务之家和便民公益坊，以守护安全的先行者、美丽家园的
倡导者、传导温度的热心者、慰藉心灵的陪护者等角色，切实保障
和优化乡村文明秩序，助力乡村振兴。 黄辉 俞帅锋

湖南株洲市
建幸福屋场 创美好生活

近日，笔者走进湖南省醴陵市枫林镇蒋家桥村，发现村庄
更美了。晚上，村里的“幸福屋场”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村
民三五成群来这里休闲散步，或围坐夜话。这是株洲市建设

“幸福屋场”提高农民幸福指数的一个缩影。
株洲市将“幸福屋场”建设纳入“民生100工程”，今年将创

建100个以上“幸福屋场”。目前，该市各“幸福屋场”全部成立
“屋场会”，以威望高的组长、党员、乡贤为牵头人，积极性高的
村民为成员，履行屋场管理职能，助力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建
设。株洲市还将幸福屋场创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有机结
合，开展多种公益活动。株洲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刘湘元表示，

“幸福屋场”建设让村庄人心更齐，让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幸
福感和获得感。 张华义 谭雪平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
建设24节气农场促农旅融合发展

近年来，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创新探索农耕文明与田园综
合体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以农业产业为根、以田园风光为韵、
以农耕文化为魂的24节气特色主题农场，建成集特色农业种
养、乡村旅游、电商购物、节气文化科普等功能为一体的24个
特色主题农场，有力推动乡风文明和乡村产业发展。

右江区在“福禄壮乡”田园综合体暨乡村振兴精品样板
区，从立春至大寒精心创建24个特色主题农场。每个农场以
节气为特征确立农场发展主题，通过设置节气标识、展示节气
诗歌、重温节气生产要求等形式，将节气文化元素有机融入各
个农场建设，既引导群众以节气文化指导农耕生产，又很好地
让学生和游客学习传承传统农耕文明。今年，24节气农场已
接待体验学习团队186支2400余人次。 杨来 赵乾超

山东菏泽市鄄城县
“道德银行”引导农民行善举育新风

“村里‘道德银行’成立以来，我参加环境治理、慈善捐款、
孝老志愿服务等已获得17个道德币……”日前，山东省鄄城县
凤凰镇酒店张村村民吴随芹说，“打算用道德币换清洁剂等日
用品。”“道德币还作为镇、村开展评先评优、好人系列、最美系
列等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酒店张村党支部书记张仰省说，
目前已有90户村民在“道德银行”开户。该村从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创业车间等项目分红的村集体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作
为道德银行保障金。

如今在鄄城县，“道德银行”不仅让村民善举得到回报，还
培育出保护环境等文明新风。“‘道德银行’将善行‘量化存
储’、让美德‘保值增值’，有力引导村民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鄄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李
婷说，目前正推动“道德银行”这种模式在全县铺开。

房正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河南开封市
移风易俗倡新风

河南省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农场班村提倡结
婚零彩礼，要求红白事除亲属外，本村乡亲随礼不超过50元。
该村设有专门红白事操办场所，包间、后厨齐全。“社区群众、
干部办理婚丧事宜到社区红白理事会报备，我们免费提供场
地、人员，为群众制作宴会饭菜。”班村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该村制定红白事统一操办标准，每桌宴席价格控
制在200元以内，菜品为八荤八素。除亲属外，本村乡亲随礼
最高不超过 50元。婚事方面，迎亲车辆总数不得超过 6辆。
除婚丧外，满月、乔迁、升学等事宜提倡不办。班村还通过组
织撰写《班村志》、建设和合书院、运营方志文化产业园、规划
设计村史馆、开展志愿服务等活动，提升全村精神文明素质，
释放乡村文化价值。 段彦超

文明档案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走进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桃园村，一股清
新明丽之风扑面而来。近年来，桃园村以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为使命担
当，坚持“富口袋”和“富脑袋”并重，在村庄“美
丽”上做文章，在村民“文明”上下功夫，走出一
条文化振兴、村风文明、生活富裕的乡村高质量
发展之路。

“一份菜单”管住大操大办

唐礼伟是桃园村的村民，他家女儿婚礼的
排场虽然不大，既没有烟花爆竹，也没有豪华车
队，但该有的程序一个都不少。“婚礼当天，村里
左邻右舍轮流来帮忙，我自己省力不说，大家还
都有了参与感，像是自家办事一样。”

“过去，村里红白事比的是谁办的酒席桌
数多、谁安排的菜肴档次高、谁送的彩礼价值
高……经济压力大不说，更带来了不必要的浪
费。”桃园村党委书记金正华介绍，自从有了

“桃园菜单”，村里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2017
年，桃园村首次召开农村家宴现状座谈会，邀

请农村家宴厨师和村民代表等聚在一起，共同
探讨如何为宴席“瘦身”。随后，在村干部的
带头下，全村 1126户全部签订《桃园村文明餐
桌协议》。

在“桃园菜单”上，菜品不仅有传统佳肴，更
有时令海鲜。红事菜单每桌价格不超过 900
元，白事菜单每桌价格不超过 600 元，菜品实
在，价格实惠。“过去的一桌宴席，现在在桃园村
能办 10 桌，而且端菜的‘服务员’都是乡里乡
亲，大家像一家人一样齐心协力。”金正华说，

“桃园菜单”让酒席回归正途，厚养薄葬、文明办
事在桃园村蔚然成风。

“一把钥匙”打开村民自治新空间

近些年，桃园村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深
入挖掘棋圣范西屏、“中国的南丁格尔”李兰丁
等历史文化资源，建成村史馆、文化礼堂、健身
公园、亲子乐园等文旅项目，打造“点上精品、线
上出彩、面上可看”的美丽乡村样板。

在村文化礼堂乒乓球室，一批乒乓球爱好
者常来切磋技艺。“乒乓球桌由企业家赞助，室
内空调由乒乓球爱好者共同出资购买。乒乓球

俱乐部成员每人都有一套淋浴房、更衣间、更衣
柜的钥匙。”金正华说，这就是桃园村积极推行

“每人一把钥匙”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4000 多把钥匙营

造了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村民
钱建法说，在桃园村，文化礼堂没有管理人
员，钥匙都在村民手中，每人一把，村民早晚
都可以凭钥匙自行使用文化礼堂内的各个活
动室。这一举措激发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活
动结束后，村民都会自觉打扫卫生、关闭电
源。篮球队、健身队、门球队等十多支文体队
伍，在桃园村活跃起来。

“这是嘉兴首个村级儿童乐园，有 7800多
平方米，免费对外开放，不仅供本村500多个孩
子玩耍，还吸引了周边很多乡镇的孩子来玩。”
桃园村宣传委员李丽介绍，村里先后建起村文
化活动中心、篮球场、网球场、门球场、健身广
场、健身步道等设施。如今，“一把钥匙开心门”
已成为农村文化礼堂管理的自治品牌。

“一张榜单”晒出乡风新貌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村庄环境的改善，

桃园村村民的精神面貌、环保意识和法治意识
逐渐有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桃园村的变化不是
一时半会儿就实现的，一开始也有不少村民不
认同。”金正华介绍，2015年，桃园村组建由党
员、村民小组长等30多人参加的乡风文明促进
会，定期开展乡风文明评议打分，以村报、微信
公众号等形式公布乡风文明“红黑榜”，每个人
都可以发表见解、表达意见，在乡风建设中获得
参与感。

如今的桃园村，大操大办现象没有了，绿化
好了，村里孝老爱亲、拾金不昧等崇德向善之事
多了起来。今年，全村共评选出“最美系列”8
组家庭 50余人，八星级文明家庭 1082户，树立
善行义举榜 7个，厚植勤劳致富、崇善向美、见
贤思齐的和谐氛围，让美丽桃园绽放文明之花。

乡村美不美，不仅要用环境说话，更要以文
明来衡量。桃园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
民主法治村、全国生态示范村、3A级景区村庄
等荣誉。白天在家门口的学校听听课，傍晚去
亲子乐园逛一逛……不仅成为桃园村民的生活
方式，更是乡村振兴战略在桃园村落地生根、结
出累累硕果的直观表现。

今年以来，浙江省建德市寿昌镇聚焦“一老一小”服务需求，通过持续发挥党员、志愿者、新乡贤等力量，定期开展婺剧
进社区、老年健康服务、反诈防骗巧识别、儿童美育等活动，关爱“一老一小”健康，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图为党员志愿者进
社区为老年人开展义诊服务。 方丽 摄

□□ 张明 李倩

今年以来，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坚持将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融入基层乡村治理，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全力构建志愿者+网格的“志网
共建”社会治理新体系，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焕发
基层活力，赋能乡村振兴。

文明实践助力产业发展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白石昙山的青壳
鸡蛋……”近日，汶上县白石镇乡村振兴志愿服
务队正在开展第五场直播助农活动，推介白石镇
的特色农产品。白石镇积极探索志愿服务+产业
发展服务模式，召集第一书记、企业销售员、青年
志愿者组建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将志愿服务从
田间地头延伸至网络带货，解决群众农产品滞销
的难题。

汶上县充分释放新时代文明实践在乡村振
兴进程中的带动效应，拓宽文明实践服务半径，
以“富脑袋”带动“富口袋”。按照“下沉优质资
源、共享区域资源、联动社会资源、融通网络资
源”的原则，组建了农技、气象、科普、畜牧、第一
书记等专业志愿服务队伍 32 支，群众按需“点
将”，各领域志愿者及时“认领”，今年已提供相关
服务1600余次。

公益培训促进就业增收

在郭楼镇辛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张淑勇带领村民种植葫
芦，传授葫芦烙画技巧。目前，已培育烙铁画绘画艺人 18人，带动葫芦
种植户120家、直播带货从业人员52人，打造葫芦烙画加工车间，为260
名群众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

汶上县积极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服务功能，联动党
群服务中心、为民服务中心、青年之家等阵地开展电子商务、手工艺品、
面点制作、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为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搭建平台，铸造择
业增收的“金刚钻”，促进村民增收致富。一项项贴心周到的惠民举措，
让群众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机制创新擦亮服务品牌

汶上县以“党建统领＋文明实践+民生工作”为导向，全县15处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357处文明实践站成为理论宣讲、评选表彰、扶贫帮困等
活动的主阵地。党员活动室、农家书屋、儒学讲堂、文化大院、休闲广场
在以文明实践为主题的整合统筹下，焕发出新的生机。聚焦群众需求，
建立“一月一村一场电影”常态化放映机制，推广“农家书屋+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模式，深化提升“乡土讲师团”“习语润儒乡·汶水习声”宣讲品
牌，吸引群众走进来、坐得住、学进去，实现电影、图书、表演、宣讲、人气
等向文明实践阵地聚集。培育孵化“五为”志愿服务项目 50个，推出儿
童安全“五防”公益课堂、金晖助老、心理茶吧、蓝天救援等特色项目，为
服务群众提供质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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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剑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这次多亏了老庞，找他当‘支
客’，把我儿子的婚事办得十分圆满，
省心省事，还省了不少钱呢。”近日，
提及儿子的婚礼，河南省南阳市西峡
县双龙镇双龙村群众任志芳对该村
庞顺成赞不绝口。

庞顺成是双龙村监委会主任，因
其处事公道正派、热心周到，熟悉传
统文化礼仪，谁家遇到红白事，都会
邀请他担任总指挥，策划主持，他因

此成了享誉周边的农村“支客”。在
西峡境内，像庞顺成这样的农村“支
客”遍布各村，他们担负着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任，也扛起了移风易俗
的大旗。

西峡县地处豫鄂陕三省交汇处，
独特的民俗文化成为约定俗成的社
会规则，遇到红白事，如何操办、有哪
些流程，都有着严格的规矩。近年
来，该县将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聚焦“文明幸福星”创
建，紧紧抓住乡村“支客”这一关键群
体，强化文明教育和文化培训，不断

提升乡村“支客”的思想素质和文明
意识，培养文明新风领路人。

同时，西峡县大力开展宣传倡
导、上门劝导行动，深入推进移风易
俗，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出台红白事
指导意见，提出操办标准，倡导群众
革故鼎新，摒弃陈规陋习。

李明亮也是一位“支客”，他在该
县丹水镇经营着一家婚庆店。他在拓
展婚庆市场的同时，引导新人自觉抵
制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
今年，他已经担任了10多起婚礼的司
仪，指导操办了20多次婚丧宴席。

河南省西峡县

农村“支客”引导群众移风易俗

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桃园村

“一份菜单”改旧习“一张榜单”晒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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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说起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的福禄镇，那可
是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但近年来接连发生的
两件大事，让镇子面临不少新情况。第一件是
2018 年，因当地新修水利工程，出于防洪需
要，整个集镇在原地复建，所有居民从老房子
搬到了新社区，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乱；第二
件则是 2019 年四川省实施“乡镇行政区划和
村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位于大渡河上游的
铜茨乡与福禄镇合并，这样一来，福禄镇地盘
和人口都增加了，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工作量
也随之大幅增加。

“干部干，群众看，稍不满意还捣蛋。”福禄
社区党委书记朱洁说，基层干部常常面临尴尬

的境地，一些集体活动响应者寥寥无几，不少人
习惯了“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导
致社区缺乏凝聚力，如同一盘散沙。为此，位于
场镇的福禄社区率先破冰，依托社区公众号搭
建的“福券”线上平台，创新引入商社联盟这一
社会力量，为乡风文明提供有效激励，不仅让大
伙儿对志愿活动热心起来了，还把镇上的消费
氛围也带起来了。

商社联盟是在2021年3月在福禄镇党委的
支持下成立的，成员有21家，业态包括商超、餐
饮、美发、儿童培训、劳务派遣等等，几乎囊括了
福禄镇人日常生活服务的方方面面。根据福禄
社区制定的积分兑换规则，10个积分抵1元钱，
每参加一次志愿活动，居民可获得 4 至 5 个积
分，到商社联盟商家中消费便可抵扣。

今年夏天，福禄社区77岁的易吉光参加了
社区组织的护苗志愿活动——为镇街上禁不住
日头炙烤的绿化苗木浇水降温。忙活了一上
午，他名下的“福券”积分又攒下了。记者见到
易吉光时，他正捧着一碗豆花饭，吃得舒心惬
意。这碗豆花饭里，藏着他小小的成就感。原
来，这碗豆花饭就是做好事“换”来的。“做好事
积‘福券’，这‘福券’虽不是钱，但福禄镇上的商
社联盟却都认它，可以当钱花嘞！”易吉光告诉
记者。

67 岁的退休老教师张南杰是福禄社区的
居民。他对商社联盟的奖励机制也赞不绝口。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有了积分兑换活动，
明显感觉大家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的积极性更高
了。”张南杰说，前两天自己才参加了一次小区

除草活动。二十多名志愿者花了一天的功夫，
把福禄社区各个小区的杂草拔得干干净净。

超市老板谭江霞是“商社联盟”中的一员，
常有顾客去她那里兑换商品。谭江霞说：“‘福
券’让店里人气更旺了，销售额增加了，顾客也
能得到实惠，两头都受益。”

看着镇上各类志愿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商
社联盟”的21个老板也坐不住了。他们凑在一
起商量，决定发挥各自的经营特色和优势，为大
伙儿送去关怀，特别是社区里“一老一小”两个
重点群体。理发店老板吴绍斌每月为身有残疾
不能出门的老年人免费上门理发；维修公司老
板赵先满为老人免费上门通下水道、换灯泡、修
电路……这正是：激励机制立起来，文明新风拂
面来。

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福禄镇

做好事积“福券”文明新风拂面来

为创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山东省
嘉祥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经常深入农业园区和蔬菜温室大
棚巡查用电设备安全运行情况，并与种植户交流了解服务需
求。近年来，国网嘉祥县供电公司积极为农业提效、农民增收
提供电力保障。图为开展送文明服务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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