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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付雅

走进位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
一幅幸福和美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家家户户院
子干净整洁，文明实践温润心田，好人故事层出不
穷，文化墙画勾勒出乡村新景，乡村文艺演出让村
民尽享文明盛宴……

近年来，洛南县紧扣“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目标，大力实施“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五大工程，推动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全域覆盖、全面深化，大力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硬举措”强信心

“每每想到娃结婚这事，过去我愁得很，标准高
了吧，欠的账几年都还不完，办得差了吧，又怕村里
人笑话。自从规范了红白喜事的标准后，对宴席、
烟酒等都有了要求，村里还组建了秧歌队给助兴，
热热闹闹的，给婚礼增添了不少喜庆的色彩。我家
按照村里要求的办，还上了红榜。”谈到移风易俗的

成果，城关街道罗坡村村民王淑玲乐呵呵地说。
王淑玲提到的“红榜”已是洛南县各村（社区）

的标配。为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文明意识，洛南县
成立了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各村（社区）
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
等配套制度和措施，开展高价彩礼、薄养厚葬、人
情攀比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在村民中落实百分
制考评制度，建立文明档案，开展量化考评，每季
度进行监督检查，设置“善行义举榜和失范惩戒
榜”（红黑榜），定期曝光不讲信用、好吃懒做、不赡
养父母等反面行为，并对邻里关系融洽、孝老敬
亲、文明有礼的正面典型进行表彰，确保移风易俗
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软手段”暖人心

破旧俗，立新风，“软手段”更能浸润百姓心田。
洛南县把遏制婚丧嫁娶攀比之风作为推进移风易俗
工作的抓手和突破口，结合县里有不少文化“能人”
的实际，探索将群众文艺演出、惠民文化活动与移风
易俗相融合，成立文艺宣传队。文艺宣传队成员有

擅长画的，有擅长演的，还有擅长讲的……
在村内主干道、活动广场等地，一面面以倡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移风易俗、弘扬社会正
能量为内容的文化墙均出自文艺宣传队成员之
手，将原本普通的农家墙变成“会说话”的“文明新
风墙”，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结合村民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以新
事新办、丧事简办为主题的乡土文艺节目。渐渐
的，5元钱的烟，20元钱的酒，200元钱的席面成了
约定俗成的新标准，村里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人
少了，邻里之间不再攀比，村民们的幸福指数高了。

现在的洛南县，这样的景象随处可见：道德文
化广场上党员群众一起观看移风易俗节目表演；
老人们带着孩子在文化墙前驻足，讲讲文化墙上
的故事，让孩子也能从中受益；宣传小分队在田间
地头、农家小院手持宣传单、承诺书为群众讲解抵
制高价彩礼、破除陈规陋习的重要性……这一幕
幕的背后，是洛南县积极策划实用管用的文明实
践项目，采取“宣讲+文艺+服务”模式，将“政策”

“文明”“欢乐”送到群众家门口的生动写照。

“树表率”聚民心

“有这样一位好女婿，多年来他悉心照料体弱
多病的岳父、岳母和爷爷……”在麻坪镇孤山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在讲述孝老爱亲模范王
新富的感人事迹，采取“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
身边人讲”的方式，让广大群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就在身边、美好生活就在身边。

据介绍，洛南县利用各种宣传教育阵地，开办
道德讲堂进村（社区）、全民素质大讲堂等主题教
育，引导村民知荣辱、讲正气，做诚实守信、依法办
事的公民；广泛开展“好儿媳好公婆”“十星级文明
户”“五好文明家庭”等先进评比活动，深度挖掘凡
人善举，弘扬传统美德，凝聚向上向善向美正能
量，发挥典型引领的作用，引导村民齐心聚力培育
主流价值观，强化思想引领培育文明乡风，全力推
动全县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新风尚。

如今，洛南县处处涌动着文明新风，一项项文
明实践活动引领群众踔厉奋发新征程，激发共创
美好生活的澎湃动力。

文明植阡陌 新风沐洛南

浙江建德
“每周的会面”架起干群联心桥

“太感谢你们了，帮我讨回了‘血汗钱’。”近日，躺在病床
上的叶寿成握着村干部的手说。原来，今年初浙江省建德市
寿昌镇石泉村联村干部叶宇权和吴鹏在走访村民时，叶寿成
反映自己去年在工地干活，工程结束后老板以各种理由拒发
工资。得知该情况后，他们立即到工地开展走访、核实情况，
对工程方晓之以法、明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为15位周边村
民讨得被拖欠工资 5.22万元，并将 1800元工资递到了叶寿成
手中。

建德市寿昌镇是“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基层党建品
牌的发源地，从 2011年至今，传承着“周一集中走访日”的传
统，镇干部坚持“每周集中走一次”，百姓也习惯并期待“每周
的会面”，向镇干部反映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困扰，镇村干部在
一周内给予回复，12年来累计帮助解决邻里纠纷、欠薪追款等
问题3万余件。 方丽 张琴仙

近年来，贵州省仁怀市三合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在网格上建立党小组61个，将红色力量充盈到基层治理“神经
末梢”，引导群众移风易俗，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弘扬时代新风，
传播文明理念，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图为
三合镇党员志愿者开展河道清洁行动。 陈剑琴 摄

山东嘉祥
“红色暖流”让流动党员“有家有为”

“在‘红色暖流’App上显示您已经到达上海了，请问需要
我们帮您联系当地党组织或提供其他帮助吗？”近日，山东省
嘉祥县万张街道顺河东村党员崔宪伟刚刚抵达上海，就接到
了来自嘉祥县流动党员党委工作人员的电话。

近年来，嘉祥县聚焦解决流动党员难管理的问题，坚持从提
升服务水平入手，实施“红色暖流”工程，通过成立流动党员党
委、建立流动党员“双管”机制、加强对流动党员组织关怀等措
施，让流出党员“离家不离‘嘉’”，让流入党员“到‘嘉’如到家”。

该县积极引导流动党员在异地发挥作用。目前，有107名
流动党员主动参与当地志愿服务活动，19名流动党员被当地
评优表扬。同时，嘉祥县建设“归雁回引”工作站，不断完善服
务，为流动党员返乡任职、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返乡
创业党员返乡后站得住脚、扎得了根。 李超

近日，在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石门乡东京村榨油厂菜籽油生产
车间，当地返乡创业能人蒋玲利手把手指导村民使用新型榨油机。
蒋玲利创业致富后，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带领村民发展油茶种植、林
下经济等产业。

近年来，金溪县实施“引凤还巢”工程，鼓励、引导金溪籍在外乡
贤反哺桑梓，为当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邓兴东 摄

江西金溪县

“贤归”奏响发展新乐章

□□ 朱官炜 汤佳峰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坚持
党建引领、实干兴镇，通过打造新乡贤工作室，
设立“乡贤基金”，成立高校大学生下村实践基
地，出台创业扶持政策等举措，引导在外青年
人才反哺家乡建设，进一步壮大乡村振兴人才
队伍。

该镇通过“浙”里稻香党建联建成立博士工
作站、助农产销联谊站，为青年搭建创业载体，
把有知识、有能力、有干劲的青年创客培育成乡
村文化振兴领军人才，推动观光农业、餐饮民
宿、乡村旅游等多个产业融合发展，激活乡村振
兴发展新引擎，为实现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
力。“90后田博士”余岳峰从浙江农林大学毕业
后，选择回到家乡太阳镇成为一名筑梦乡村振
兴的“新农人”，通过科技赋能、数字赋能，让农
业插上智慧“翅膀”，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像余岳峰这样，一批回乡创业的年轻人积极参
与产业振兴、基层治理、乡风文明、教育发展等
领域，在广袤的农村挥洒汗水，让梦想在乡村大
地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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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迪 张景龙

“老乡们，我手里的水果洋葱口味
香甜，可以当水果吃，具有很高的营养
价值，并且具有降血脂、降血压等功
效。”近日，河南省舞阳县莲花镇白庄村
白向丽的抖音直播间热闹非凡，不断有
人询问下单，白向丽一边大口吃着水果
洋葱，一边介绍。

白向丽是舞阳县本土培养的一名
乡土人才，同时也是拥有十几万粉丝的

“网络大V”，目前承包土地200余亩，用
于种植水果洋葱、糯玉米、无花果等经

济作物。“今年水果洋葱收成颇丰，每亩
地在 5000 斤以上，除了一部分直接供
应给学校，其他的采用线上直播带货的
方式进行销售，预计每亩将多增收2000
多元。”白向丽高兴地说。

目前，白庄村已经形成了“直播大V
（乡土人才）+农副产品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通过示范引领、辐射带动，引
导群众发展水果洋葱、无花果种植、农产
品加工等致富产业，将全村农副产品通
过线上形式扩展销售渠道，带动周边群
众增收致富。由于乡土人才和新乡贤们
的带动，该村不仅产业兴旺，村容村貌、

乡风文明也焕然一新。
乡土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

支撑力量。近年来，舞阳县十分注重本
土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育，努力发
挥乡土人才带富作用和在乡风文明建
设中的引领作用，让乡土人才成为乡村
振兴主力军。

目前，该县先后选拔和命名表彰了
县级乡土拔尖人才30名，乡镇级乡土拔
尖人才 339名，并纳入人才信息库常态
化管理，形成了一支扎根泥土、贴近农
民，具有较强带动和吸纳作用的“土专
家”“田秀才”“明白人”“新乡贤”群体。

河南舞阳县

乡土人才为家乡发展注入“贤能”

□□ 左效强 董娟

近日，在山东省沂源县南麻街道第
二届乡贤能人助力乡村振兴恳谈会暨村
级重点工程项目签约仪式上，乡贤能人
助力乡村振兴重点项目集中签约3个村
级重点项目，项目投资8000余万元。这
次签约活动真正掀起了乡贤反哺家乡、
支持家乡产业发展新热潮，为加快街道
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贤动力”。

南麻街道还将前期梳理的 21个村
的荒山荒坡、建设用地等40余个闲置资
源项目，绘制成册装进乡贤能人的口袋，
发挥他们熟悉沂源、了解南麻的优势，努
力把事业做强做优，实现双赢发展。

该街道许村党支部书记孙庆友和圣
邦文旅公司以每年 13万元的标的达成
合伙人协议，实现了共话乡音，共叙乡
情，共谋发展新愿景。许村，是一个有红
色历史、有爱情故事、有山水风貌、乡情
淳朴的村庄，“小九寨”“银杏林”“沙滩公
园”“露营草坪”等让人流连忘返。圣邦
文旅集团负责人周在刚说，有信心把许村
乡村游打造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

乡贤是一张靓丽的名片。自首届
乡贤能人助力乡村振兴动员大会召开
一年来，广大南麻乡贤大力弘扬新时代
沂蒙精神，奋发进取、心系桑梓，为南麻
乃至沂源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沂源县圣邦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在刚捐助 20余万元混凝土用于村
庄道路硬化，为村民解决了出行难题；
沂源县志成康顺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洪伟捐资 20余万元为马王峪村建设
水厂一处，助力乡村振兴建设；许村乡
贤孔凡伟返乡创业，创办山东正白工艺
品有限公司，发展工艺镜项目，带动家
乡20多名村民就业。

乡贤携项目、资金、人才等优势资
源回归故土、反哺乡梓。或为家乡引进
项目、或为家乡捐资修路建厂、或为家
乡居民调解矛盾等，他们成功不忘故
土、致富心系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浓浓的桑梓情怀。乡贤们为家乡发展
赋予独特“贤能”，深受干群的爱戴。

山东沂源县

乡贤“衔泥归巢”助振兴

乡贤能人汇聚振兴“贤动力”

乡贤文化诞生于“尚贤”
“重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而乡贤作为本土有德行、有才
能、有声望而深被当地民众所
尊重的能人、贤人，越来越多
地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乡风
涵养、乡村治理等领域，发挥
示范引领的作用，带动广大村
民投入到家乡建设中。

乡贤的行动动机大多来
自自身价值追求与对于村落
发展的赤诚之心。鉴于此，

河南舞阳县、山东沂源县、浙
江杭州临安区等地纷纷想出
新主意、推出新措施，从多个
层面推选、培育、扶持一批成
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的乡
贤，为优秀乡土人才发挥作
用、树立文明新风创造条件。

乡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浓浓的桑梓情怀，是乡村的增
量行动者、村庄发展的推动
者，将和众乡亲齐心协力推进
乡村振兴，共建和美家园。

尚贤重能 共建和美家园
付雅

文化语丝

广西大新
打造乡村旅游精品带动增收致富

近年来，广西大新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
程，让乡村旅游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该县明仕村依托本地田园风光、农村建筑、民俗节庆、历
史文化等，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提升乡村文明程度，
增加乡村旅游内涵。如明仕·那里酒店四周种植富硒水稻，打
造了农旅融合的田园观光综合体；明仕村弄斗屯，将壮乡传统
节日和大新侬垌文化有机结合，打造“明仕旅游度假区丰收
节”文旅品牌。丰收节期间，举办田园晒秋、稻田摄影打卡、农
民趣味比赛、网红直播、土味集市、稻田乐园、收割稻谷体验、
田园露营休闲、文艺展演、特色丰收宴等，让游客触摸“原乡”，
重温乡愁。明仕田园景区已带动周边 85家民宿和农家乐发
展，辐射约220户800余人增收致富。 赵玉清

□□ 张耀西

近日，江苏省泗阳县裴圩镇黄圩村
文化广场上，胡继奎正在编导排演传统
文艺节目《莲香花蝶》，众多围观的村民
不时拍手叫好。胡继奎说：“大家的文
化生活丰富多彩，多亏了汪书记。”

汪书记名叫汪正刚，是黄圩村的文
化乡贤，后来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外表
土气的他却有一颗“文艺心”，被村民亲
切地唤作“文艺书记”。采访中，村民们
七嘴八舌给笔者讲述了汪正刚不惜财力
物力活跃村民文化生活、引领村民走上
精神丰裕之路的故事。

村民提个建议，文化广场建起来

“汪书记，在路边活动不方便，车来
车往也不安全，能否把路南居民集中区
的小庙汪塘填起来，建个文化广场，方
便大家活动？”去年初，爱跳广场舞的村
民苏茂明提出建议。

苏茂明的提议，与汪正刚的想法不谋
而合。汪正刚带着村支“两委”来到小庙汪
现场勘察，后经村民代表会、支部大会讨
论，最终决定填塘。小庙汪从春天填土，
到夏天结束，累计填土3500多立方米。

小庙汪填好了，新问题又来了。
3000多平方米的广场，晚上一片漆黑，
场地全是泥土，怎么活动？汪正刚又对
广场进行高标准硬化，在广场边架起 6
盏各 900 瓦的 LED 灯，安装了篮球架、
羽毛球网、乒乓球桌、棋牌桌等文体
设施。

“有了好马，还得配好鞍。”汪正刚
又安排买了锣鼓、镲子、跑驴、腰鼓、戏
服等演出用品，供村民娱乐使用。填
塘、硬化、照明、健身器材和演出用品加
起来，村里投资约70万元。

“小庙汪”变成“大广场”，方便了村
民的文化活动。村民徐翠林说：“广场成
了村民的好去处，大伙娱乐不愁了。”

“总策划”“跑龙套”都是他

文化广场刚建好，马灯、跑驴、莲
香、唱歌、广场舞等“草头班子”就涌了
进来，偌大的广场瞬间显得拥挤，杂乱
无序互相干扰。面对新的问题，汪正刚
有的是“点子”。

“今天把各位喊来，商讨一下活动
场地划分事项。”面对跑马、花船、广场
舞、莲香、腰鼓、唱歌的“头儿”，汪正刚
就其演出规模、演员人数和演出特点，

把 3000 多平方米的广场进行了划分，
大家画地而演，互不干扰，有序活动。

除村民自娱自乐外，黄圩村还筹划
欢度国庆、小村春晚等专场文化活动，
汪正刚毛遂自荐当起“总策划”，“田秀
才”高开国当仁不让担纲“总编剧”。在
国庆专场演出会上，《阿瓦人民唱新歌》

《再唱山歌给党听》《红星照我去战斗》
《歌唱祖国》等精彩节目，吸引村内外
1500多人观看。

黄圩村如火如荼的文化活动，吸引
了沙嘴、东南、东高、新四等村的文艺团
体前来交流。

唱出了真善美，舞出了精气神

村民演，演村民，村民看，虽是“草
根”演出，却能以文化人、润物无声。村
民赵如盛说，文艺的作用巨大，村民从
赌场到戏场，从牌桌到棋桌，好婆婆、好
媳妇、文明家庭、最美志愿者越来越多，
向善向美成了村民的新追求。

村民的精气神提升了，村级工作
顺畅了。黄圩村的文艺演出，凝聚了人
心，融洽了感情，增强了村党支部的凝聚
力，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志愿服务等多
项工作赢得了村民的广泛支持。

云南省姚安县在“清廉村居”建设中，注重挖掘彝族文化、
名人乡贤、廉政故事等，将其融入彝族家风古训，打造乡贤文
化长廊，让广大党员、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乡贤文化的熏
陶。图为太平镇各苴村村民在乡贤文化长廊前学习讨论。

甘晓丽 丁远奎 摄

江苏泗阳县裴圩镇黄圩村

文化乡贤带活乡村文化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双江乡
以小积分激活文明乡风

近日，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双江乡乡风文明示范村整乡
推进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双江乡通过爱国守法、诚实守
信、乡风文明、人居环境、邻里关系等板块紧抓各村《村规
民约》的制定落实，进一步提高村民素质，提升双江乡文明
程度。

双江乡通过“积分制管理”制度、一户一档，建立农户积
分制管理细则，制定评分表，坚持以鼓励表扬为主的原则，对
村民移风易俗、婚丧简办、志愿服务、互帮互助等行为实行加
分，对赌博打牌、破坏环境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实行扣分。
同时，该乡还把积分结果放入户主档案袋，双江乡纪委将持
续监督“积分制管理”落实情况。村民可通过积分兑换各种
日用品，从而激发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郭酝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