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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岳海兴

时值盛夏，走进黑龙江省黑河市逊
克县，苍翠满目，绿意浓浓。

逊克县位于北部边疆，与俄罗斯远
东的米哈伊洛夫区隔江相望，是典型的
边疆县城。

近年来，逊克县坚持以移风易俗为
主题、以道德建设为主弦、以乡村振兴为
目标，全面提升乡风文明整体水平。全
县 9个乡镇 78个行政村，文明乡镇完成
全覆盖，文明村占比 87%，其中全国文明
村4个，省级文明村12个，市级文明村31
个，县级文明村21个。

和为基、美为框、富为本，小边城何
以有大作为？

以移风易俗为主题，弘扬
文明新风

移风易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多年形成的陈规陋习根深蒂固。

走进干岔子乡河西村的村图书室，
窗明几净，安静的图书室内，几位村民正
陪着放暑假的孩子在这里看书。

“我们这个图书室有藏书5000册，涉
及农业种养的书籍都有，还有各类儿童
图书。种地时有啥不明白的，村民都到
这查查书，平时不忙了，可以坐这看看书
啥的。”河西村党支部书记张清华说。为
了提高村民的阅读兴趣，村里把每个月
的10日定为读书日，定期开展读书活动。

作为省级文明村标兵，河西村在移
风易俗方面，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坚持绿色生态，打造宜居村庄‘一
片景’；坚持家风引领，绘就美丽家园‘一
幅画’，坚持文明创建，树立社会风尚‘一

面旗’。”张清华说。
走在河西村的村道上，村旁、宅旁、

水旁、路旁、坝旁鲜花盛开、绿树摇曳，而
且各条街的花色、树种皆不相同，形成了
一街一品、一街一色绿化格局。

河西村是肉牛养殖村，但是却看不到
一点儿粪便。

“村内散户养殖圈舍全部实现硬
化，畜禽粪便做到‘日清日堆肥’，坚持
实行‘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
理’农村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实
现了街净、墙净、水净，每家院净、窗净、
地净。”干岔子乡党委书记董宜璐自豪
地说。

移风易俗，村民是主体，如何调动
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很重要。逊克县 78
个行政村全部修订完成“一约四会”制
度，村规民约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经
常召开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禁毒
禁赌会、道德评议会，让大操大办、奢侈
浪费、盲目攀比得到有效遏制。文明的
乡风民风、整洁的村容村貌、秀美的田
园风光、宜居的生态环境、火热的文化
活动、多彩的民族风情正在逊克县各个
乡镇村屯上演。

“通过移风易俗整治行动，筑牢了
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提升了农村
群众的精神风貌。”逊克县文明办主任
张洁说。

以道德建设为主弦，选树
优秀典型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逊克县在开展乡风文明建设时注重

先进典型的选树，以典型引带助推乡风
提升。

王丽，逊克县合峰粮食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是黑龙江省“最美巾帼
种粮人”，也是奇克镇前进村的妇联主
席。王丽的丈夫侯保柱，是逊克县丰禾
现代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省劳动模范、市
最美绿色农业带头人，夫妻二人被誉为
逊克县的“凤凰组合”。四口之家今年获
得“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夫妻二人勇担社会责任，每年冬天
为村里公路清雪，解决村民出行难的问
题。夏季汛情严峻，动员社员及村民，
将 10 余公里堤坝平均加高 2 至 3 米，保
护耕地近 500 公顷，确保农户秋收时颗
粒归仓。

“通过树立典型，让全村的人都看
得到，都想这么做，整个村的风气都会
慢慢地变好。”奇克镇前进村党支部书
记牟宗辉说。夫妻二人不单是道德建
设典型，更是带动村民共同富裕的“领
头雁”。王丽夫妻二人立足于秸秆综合
利用、中草药种植、产品销售增收，紧盯
农业绿色发展新路子，建成 54亩中草药
展示园，种植白芍、金莲花等 12 种中药
材，建有 8 个温室大棚进行自繁自种。
近年来，累计与全县 174 户农户建立了
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农户通过扶贫小额
贷款等方式入社分红，每年户均增收
2400元，总计 41.76万元。

目前，逊克县评选出“文明示范户”
“最美家庭”“绿色庭院”等各类先进典型
1200余户。

以乡村振兴为目标，发展
经济惠民

“我们加快建设农旅、文旅融合，不断
将农业农村、生态资源与乡村旅游相融
合，追赶乡村旅游新潮流，打造春赏花、夏
垂钓、秋采摘、冬赏雪的乡村旅游品牌。”

在全国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村——松树沟
乡新立村，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继刚说。

去年，新立村探索乡村旅游发展之
路，春季有杜鹃花海，吸引了无数摄影爱
好者；夏季有“仲夏星空”露营基地，举办
了“逊别拉河畔音乐节”；秋季依托“庭院
经济”搞起了乡村采摘；冬季投入20余万
元打造了冰雪小镇。一年来，累计接待
游客 2 万余人次，红火的“农家乐”更是
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在另一个全国文明村车陆乡卫东
村，村里开办了“两间房”酒坊等方式，村
集体经济收入持续增加，夯实了产业兴
旺根基，把反哺群众、推进共同富裕作为
前进方向，按相关规定预留各项公积金、
公益金后，全部量化股份分红，年度股权
分红为 137万元，发放边民补贴 115.8万
元，全村216户户均享受分红和补贴2万
余元。

在新鄂乡新鄂村，以民族手工艺品
合作社为龙头，制作和销售桦皮工艺品、
兽皮工艺品等鄂伦春族民族特色制品，
带动了民族特色旅游产业的发展。以新
鄂鄂伦春民族风情旅游度假村为核心，
依托大沾河自然保护区，大力发展鄂伦
春民族风情游和沾河漂流，积极推进集
吃、住、行、购于一体的家庭旅游业。

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腰板也“直
了”，真正地把“硬气”“底气”注入骨子
里，刷新刷亮文明乡风的底色。

“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重要组成
部分，是解决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均衡的
有力推手，是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培育新
型产业的内在动力，风清气正了，革故鼎
新了，各文明村着力发展村级产业，争当
现代化新农村的排头兵。”逊克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李贺说。

和为基 美为框 富为本
——黑龙江逊克县乡风文明建设纪实

□□石博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嘉伟

“快看快看，比赛开始啦！”近日，随着
为期5天的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大屯营镇
首届乡村振兴杯村 BA 篮球比赛拉开帷
幕，村民的参与热情被大大调动了起来。
在这场村民的体育盛事中，来自大屯营镇
各村（社区）的 6支参赛队伍切磋球技，一
展风采。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首场篮球比
赛正式开始。赛场上，球员进攻激烈有
序，防守张弛有度。昂扬的斗志、默契的
配合、精湛的球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一
次又一次将比赛推向高潮，赢得了在场观
众的阵阵喝彩。

来自白洋村代表队的杨志成说：“我
们村里的年轻人平时主要在外面工作，得
知镇上要举办乡村振兴杯篮球比赛，都请
假赶回来参加比赛，就是想为自己村争争
光。今天首场比赛我和队友发挥得很稳
定，在之后的比赛中我们会继续努力，赛
出最好的成绩！”

看到球场内人山人海，石家湾社区党
总支书记欧建华心情十分激动。在他眼
中，球场就是磁场，它将村里的父老乡亲

凝聚在一起，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今
后我们将不断完善村里的文化阵地建设，
举办更多具有乡土味的文娱活动，让村民
的文化生活‘燃’起来。”欧建华说。

举办村 BA 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
体育生活，更呈现出乡村文化振兴的新
气象。从“借来的篮板众筹的球”到如今
的“村村都有篮球场”，大屯营镇 12 个美
丽宜居村庄建设示范点已然成为各村群
众体育生活的中心，每天都有众多青少
年聚在这里打篮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群
众文化广场成了凝聚民心民意、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要平台，持续提升群众幸福
生活指数。

“乡村篮球热始于篮球，但不能止于
篮球。要充分发挥村BA对乡村发展、乡
村建设带来的正向效应，释放体育运动
润物细无声的强大力量。”大屯营镇党委
书记欧旭东表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新征程上，大屯营镇将不断完善相关
体制机制，搭建更广阔的群众体育舞台，
让农村群众能够更加便利、更有激情地
参与到体育运动之中，塑造乡村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

湖南宁乡市：

村BA打出乡村振兴精气神

新华社成都7月 16日电（记者
李力可）在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 12 天之际，
16 日上午，成都全市约 1400 名各行
各业市民代表、运动达人在成都环城
生态区一级绿道开展“迎大运——环
城生态区健康跑”，以运动的方式喜
迎大运会。

本次活动以成都环城生态区全程
100公里的一级绿道为基础，按照“东、
西、南、北”4个片区精选4条健康跑路
段，设置1个主会场、3个分会场，以不
同路段同一时间出发的形式展开。活
动以位于成都市高新区的桂溪生态公
园为主会场，3个分会场分别设在青龙
湖、蜀道通衢、锦绣水韵3个园区。

活动中，市民代表和运动达人们

沿着绿道，一边跑步一边欣赏公园美
景，在深深绿意中畅快奔跑。

“今天我是和我们社区的跑步爱好
者一起过来的，5公里跑下来有一点累，
但是跑完身体特别轻松。一路上绿道
环境，身心愉悦。”成都市民熊孟芳说，

“在成都，大运氛围很浓厚，我们市民的
运动热情也提高了。期待每一位参赛
选手在赛场上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成都大运会火炬手代表赵晓俐向
公益性体育社会组织代表赠送了大运
会火炬“蓉火”。

“我很期待来自全世界的青年朋
友能给成都这座城市带来更多阳光与
活力，同时也很期待所有的成都市民
都能积极参与到大运会中，让我们这
座城市更有活力、更健康。”赵晓俐说。

四川成都市：

全民健康迎大运 环城绿道欢乐跑

（上接第一版）位于宣州区的安徽腾飞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宣城市金新河蟹苗种
专业合作社为了解决“痛点”，合作跨省到
江苏如东、东台自主建设中华绒螯蟹大眼
幼体繁育基地1000亩。他们依托科研院所
从全国特别是长江水系的中华绒螯蟹优势
产区6个典型养殖群体中遴选良种亲本，开
展优质蟹苗自主繁育。经过 3年的协同攻
关，探索出了一条“自选良种亲本、异地自
主繁育、本地化培育、良种良法配套、产研
推结合”的中华绒螯蟹育繁推一体化种业
发展路径，实现了种源完全自主可控。如
今，宣州区年产中华绒螯蟹蟹种10亿只，供
应全国市场。

胡适一品锅、红烧土猪肉等都是绩溪县
的知名美食。如何打造徽菜加工业正成为当
地政府不断探索的方向。在食品工业园区，
臭鳜鱼、即食笋等预制菜加工厂已初见规
模。他们走的是传统销售与电商销售结合的
道路，在市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一家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新农人组成
的全新企业则在酝酿新的商业模式。地处
深山里的长安镇大谷村原村部已经变身成
全透明式的预制菜加工生产线，所有产品的
生产过程都采取数字化、智能化方式以向消

费者明明白白展示。“我们在大山深处种植
出最绿色、最纯正的原材料，再用最传统的
烹饪方式做出保持风味的高端预制菜，全过
程都可以实现可追溯。”该项目负责人介
绍。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一座中型加工厂，最
重要的是它还吸引到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
锋、网红达人汪星宇带队的乡村笔记农场的
加盟。利用汪星宇的明星效应吸引全国各
地的年轻人关注农业农村领域，投身到乡村
振兴事业中来。

“目前，工厂还在试运营，一旦成熟后，我
们可以在各个村进行场景复制，最终的目的
是让人才集聚到农村来。这群年轻人来了以
后想法很多，不仅研发出健康美食，还开发乡
村研学等等，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新模
式。”绩溪县委副书记何峻介绍，引进这个项
目就是想开拓乡村振兴的另类场景，引领农
产品加工的新风潮，投资方同样是看中了绩
溪优美的生态环境。绩溪不仅是中国徽菜之
乡，还是中国厨师之乡，更是各地美食爱好者
前来打卡的地方之一。他们有信心通过美食
吸引人气，打造“新星”工厂。

产业成链互通“笑傲”江湖

看宣城的农业产业不得不提宁国

市。宁国有两强——山核桃和家禽。以
詹氏山核桃为代表的山核桃加工业成为
当地的主导特色产业之一。

1998 年，詹权胜正式创立詹氏山核桃
品牌，变散称售卖为定量包装销售，开启
了宁国山核桃生产销售规模化、产业化的
道路。在打造产品线的过程中，为了更好
地管理山核桃的种植，詹氏引领农民建立
起山核桃种植基地，探索出有机化种植模
式，提高了原材料的品质。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2009 年开始，詹
氏山核桃开始了线上销售，拓宽了销售渠
道。同时，利用互联网进行消费者满意度
调查，根据收集到的反馈进行生产和销售
上的战略调整。

为了扶持山核桃产业做大做强，宁国
市政府专门成立山核桃工作专班，每年拿
出千万元资金补贴山核桃产业链，帮助
农户解决有序种植、绿色管理难题。

去年，宣城市出栏家禽 1.97 亿只，宁
国就贡献了近三分之一。位于宁国市经
开区的安徽云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上
市企业——上海紫燕食品公司辐射整个
华东区域的“中心工厂”。这个新厂占地
广阔、环境优美，产能持续提档升级，去年

产值达到 18.78 亿元。不仅与当地优质养
殖企业合作，形成“种、养、销”的完整产业
链，还招引了原材料、包装、餐饮等多家上
下游配套企业。每天，加工好的百味鸡、
夫妻肺片等热销食品从这里发往华东地
区的 3000 多家门店。选择落户宁国主要
是看中当地发达的禽产业。作为它的紧
密合作伙伴，顺安禽业是当地的一家老牌
规模化养殖企业，年出栏量 3400 万只。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顺安公司还把禽业
种业公司引进到宁国。北京峪口禽业投
资建设了思玛特禽业，从源头上保证苗
禽供应。产业链又招商引来了海大饲
料，同时为了解决家禽粪污变废为宝，当
地上市公司司尔特肥业也加入到产业链
中来。思玛特禽业、顺安农业、云燕食
品三家企业互相注资入股，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享抱团发展模
式，家禽全产业链“百亿航母”初显雏形。

家禽产业产生的粪污则通过司尔特肥
业的转化变成了有机肥，提供给山核桃基
地等种植产业。种养产业相互打通、循环
利用，形成了绿色闭环、良性发展的模式。
以链招商、产业集聚让宁国农业产业化呈
现不一样的精彩。

安徽宣城：精致书写“农头工尾”华章

本报讯“老人家，你身体比较弱，有
一点感冒，平时要注意多休息、多喝热水、
少吃辛辣的东西，记得按时吃药，如果吃
完这些药，病情没有好转的话，要及时到
医院就诊。”近日，贵州省余庆县人民医院
专家郭明刚带队在构皮滩镇为村民义
诊。今年以来，余庆县卫健局已组织63名
医生向群众开展“送健康上门服务”活动
35场次，受众达5300余人次。

余庆县制定印发了《余庆县专家服务
团管理办法（试行）》，分行业领域择优推荐
高级人才组建农业农村、工业、卫健、教育、

文旅5类专家服务团，分类组织服务团在全
县开展组团式、巡回式“送技”服务，推进人
才下沉一线服务群众工作更加常态规范，
有效打通人才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余庆县人才主管部门根据群众需求，
定期组织各服务团到一线提供技术指导、
政策咨询、健康义诊等方面服务，让群众
足不出户享受各类专家优质服务。据悉，
截至目前，该县已组建83支专家服务团队
伍，累计开展“送技上门”服务200余次，帮
助解决各类问题 530 个，技术培训覆盖
1100余人次。 庞勇

7 月 15 日，在山东青岛中
铁建工上合大厦项目部“小候
鸟驿站”，来自河南信阳的建
筑工人陈朋（中）带领两个儿
子陈浩楠（右一）、陈昊宇一起
拆礼物。近日，青岛市2023年
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爱心
暑托班陆续开班。全市156个
工程项目的 1000 余名“小候
鸟”暑期与父母团聚的同时，
在各暑托班参加趣味英语、科
技探索、音乐舞蹈等课程，以
及系列户外拓展和研学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上接第一版）精心设计发掘“五指山之
美”旅游线路，引导鼓励农户利用自家庭
院发展农家乐 4家、土特产品店 10余家，
助力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户增收。2022年，
累计接待游客约 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6.4%，实现旅游收入近600万元。

毛纳村村民王侦攀做了 10多年手工
茶，兄弟5人一起种了100亩茶，每年春夏
秋 3 季，一个星期采一次茶，一次能出 50
斤干茶，村里游客多起来后，茶叶的销路
也越来越宽。王侦攀笑着说：“加工好的
茶叶 1 斤 600 元，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发家
致富，这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最近，毛纳村村口独具黎族特色的游
客中心、毛纳书屋和党群服务中心正在紧
张施工中。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毛纳村立
足“全域旅游示范村”建设，着力改善村内
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接待服务设施、修缮
破旧民房等，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庄文明建
设有了质的飞跃。

水满乡全域旅游人气旺起来后，旅游
务工需求越来越多，脱贫户王政珠在政府

引导下，改掉了酗酒的陋习，到镇里的酒
店务工，一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现在不
仅收入稳定，精神面貌也有了极大转变，
他笑着告诉记者：“以前一天喝 3斤酒，现
在一天喝3两；以前喝的是苦闷酒，现在喝
的是幸福酒。”

“这里有充满生机的热带雨林，有环
境优美的黎家村寨，有热情好客的黎族群
众，有独具特色的民族美食，更有芳香四
溢的琥珀茶汤。”说起毛纳村的发展优势，
王莹如数家珍。如今的毛纳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生态环境持续提升，文旅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改善，村
容村貌变得更美，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

“钱袋子”更鼓，生活更加幸福。

贵州余庆县：

专家服务团一线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