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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昌乐县
“微宣讲”弘扬美德到田间

日前，在山东省昌乐县高崖水库库区白塔社区居民广场
的绿树浓荫里，“银发党员”宣讲志愿服务队正在开展主题教
育宣讲。而在乔官镇唐家店子村西红柿大棚里，镇农业科技
志愿服务队队长、村党支部书记张德增带着镇村干部、群众代
表，一边查看西红柿长势，介绍相关农技知识，一边将党的二
十大精神融入讲解中。

近年来，昌乐注重把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倡树新时
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与“微宣讲”相结合，依托县镇村三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组建县镇村381支美德诚信宣讲
队，把理论宣讲拓展到田间地头、校企车间、社区广场，用“接
地气”的形式引导群众弘扬新时代美德，持续推动党的理论政
策深入人心。截至目前，该县有省级以上文明镇10个、省级文
明村37个。 孙欢欢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安徽界首市顾集镇
激发党员热情 共建文明乡风

近年来，安徽省界首市顾集镇以“积分制”管理为载体，开
展比、学、赶、超活动，激发农村党员干事创业热情；成立“党员
基金”，延伸服务触角，丰富党员活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有力推进村庄发展和乡风文明建设。

每年的“七一”，是该镇于庄村最热闹和最隆重的时刻，党
总支要为年满60岁的老党员发放一份特殊的慰问金。年轻党
员在“七一”活动中，见证了老党员的奋斗历史、家乡的日新月
异变化，增强了作为一名党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该村持续
开展关心关爱困难党员走访慰问活动，深入了解他们的家庭
情况和实际困难，为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进一步激励
广大党员担当作为、砥砺奋进。党员关爱基金不仅有效缓解
了困难党员群众的生活生产困难，也时刻激励着党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提升了党员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陈晓浩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付雅

一个小村庄，在全国乡村振兴战略中不是
很起眼，但它的乡风之美却不可小觑。天津市
武清区大孟庄镇杨店村参与天津市乡村振兴示
范村创建，如今，杨店村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不断增强，更重要的是村民在点滴小事中追求
文明向善，在践行乡风文明方面有了更多自觉、
更高标准。

杨店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内涵是什么？乡风
文明的独特气场又是如何形成的？记者了解
到，杨店村乡风文明建设不仅包含组建志愿服
务队伍、弘扬孝德文化、完善村民议事协商机
制、推行“文明积分制”，更让这些创新机制真正
融入村民生活，形成特有的、可持续的内生动
力，并带动了周边乡村的文明发展。

“微孝蛋糕”
——孝德文化的“最小橱窗”

孝德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杨店村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第
一块砖”。2020年，杨店村打造“微孝蛋糕”品
牌活动，将传统的孝德文化融入乡村生活中，一
个个蛋糕成为家风家训“微型展示区”、孝德文
化宣传“最小橱窗”。

“微孝蛋糕”的由来，还要从已故老人石金
荣说起。石金荣的老伴去世之后，无儿无女的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门口发呆，不和其他人讲
话。杨店村党支部书记王迎春注意到这一情
况，时不时就会到他家里坐坐，陪他说说话，王
迎春发觉石大爷特别喜欢讲述自己年轻时候的
往事，就鼓励他“写日记”。从此，石大爷开始了
他的“写作”生涯，每隔几天就往村委会送一篇
自己手写的文章，村干部不仅篇篇都看，看到写
得好的还帮助石大爷投稿。有一次石大爷的文
章登上了报纸，王迎春带着报纸去给老人报
喜。那天刚好是石大爷的生日，他正独自吃着
鸡蛋和面条。这一幕让王迎春很受触动。她召
集村干部一起商议，决定给村里80岁以上的老
人在生日当天送蛋糕上门，并在每年的中秋节
和重阳节把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度传统节日，

再给大家统一办生日宴。在村“两委”的策划和
志愿服务队的支持下，杨店村打造了自己的敬
老品牌——“微孝蛋糕”。

“微孝蛋糕”已成为杨店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载体。“自从村里给老人送蛋糕开始，年轻
人也越来越重视老人的生日，头一两年我们去
给送蛋糕的时候，家里经常只有老两口，现在我
们去的时候，常常是一大家子人聚一起，子女早
早赶回家了，即使请假也要给老人庆生。”杨店
村妇联主任武洪妨说。

行走在杨店村，时时处处都可以感受到孝
德文化的魅力。村民房屋的墙壁上生动绘着新
二十四孝图，村民文化活动广场上也写有孝德文
化宣传标语……杨店村把传统美德、优良家风
和文明新风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吹入村民心中。

“议事亭”
——主人翁的幸福感

“婚丧嫁娶不能讲排场，费钱又费力！”“破
除婚丧嫁娶中的陋习，做到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人人有责、人人受益。”……日前，在杨店村

“三棵树下”议事点，村民们对于村规民约中所
写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在杨店村党群服务中心大院外，树荫下有
一个名为“议事亭”的小亭子。王迎春说：“以前
村民之间有了矛盾摩擦来找我们，碍着人多和
面子，总喜欢说‘走走走，咱们出去说’，既然大
家都想出去说，干脆我们就在外面建了个亭
子，让大家能有个地方好好说。”与此同时，村

“两委”考虑到刮风下雨或者天冷下雪和村民
在外面的亭子里讨论事情不方便，便在党群服
务中心里设了一个“协商议事厅”，与大院外
的“议事亭”一里一外相呼应。杨店村通过建
立议事协商机制，将精神文明建设与基层治理
结合起来，引领文明新风尚。“婚嫁事宜的范
围、办席标准和规模、彩礼、礼金等大事小情
一般都是这样面对面进行协商讨论的，议事协
商给了我们一个广纳民声的平台、阵地。”王迎
春介绍，“以议事协商作为推动移风易俗、弘扬
文明新风的新载体，注重发挥‘议’起商量聚共

识的功能，听听大家的建议和想法，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开展工作。”

去年，杨店村入选“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
实验试点单位”名单，掀起了该村推进民主协商
议事的热潮，“三棵树下”议事点和“议事亭”逐
步形成了杨店村人人都是主人翁的良好氛围，
村庄大小事，大家“议”起说，“议”出了村民满满
的幸福感，也“议”出了文明乡风。

“文明银行”
——新风尚的受益者

建言献策每采纳1条，积2分；乱扔垃圾，扣
5分……在杨店村，“文明积分制”已经成为村
民日常生活中热衷闲谈的话题。

走进杨店村的“文明银行”，可以看到货架
上齐齐整整摆放着米面粮油、洗衣粉等日常生
活用品，所有商品的价签牌上标注的不是价格
而是分值。500积分一个杯子，600积分一盒橡
皮泥……但积分的用途却不限于此。杨店村结
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艺科童心”“第一颗扣
子小课堂”“书香筑梦”等品牌活动，与武清区青
年之家合作，提供少年儿童的科学艺术课程兑
换。积分的用途广了，村民的积极性也随之高

涨，更愿意主动地去获取积分。
那么这些积分从哪里来呢？据了解，杨店

村根据实际情况，将“文明积分”采取量化评价
和奖惩激励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平台细化成爱
党爱国、乡村建设、公益美德等9大类52项积分
事项，村民每做一件好事都可以获得一定积分，
累计一定积分就能兑换奖品或课程。

“‘文明积分制’就是一种新型的精神文明
建设方式，通过日常行为积分，以有形的形式对
村民进行教育引导，改变村民以往的一些不健
康、不文明的生活习惯。”武洪妨说，每月统计各
户积分并进行公示，给无形的村规民约赋予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让好人好事、新风良俗
有了荣誉分值，鼓励村民全方位全过程参与乡
风文明建设，让村民成为文明乡风的主要参与
者、最大受益者。

乡风文明的建设，在于每一个村民的身体
力行。杨店村发扬孝德文化，是让村民参与进
来的第一步，而后的议事协商、文明积分使村民
不断深化主人翁意识，成为文明新风尚的受益
者，文明乡风的气场越来越强，村里的环境美
了，邻里关系热乎了，目之所及，处处皆是美景，
诉说着变迁，描绘着希望。

天津市武清区大孟庄镇杨店村

文明乡风气场何以形成？

文化语丝

乡 风 文 明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应 有 之
义，村民则是文明乡风的主要参与者、
最大受益者。近年来，许多地方通过
加强传统美德教育、推行道德积分评
比、村民议事协商等，调动村民参与乡
风文明建设的主人翁责任感，建设家
庭和睦、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

约的文明乡村。
乡风文明繁茂多姿，文明之风在乡

村传递，关键在于创新机制，以机制明
确导向，激发文明创建的内生动力。让
每个村民都能感受到文明的力量，所有
的正能量得以汇聚，自然而然就会持续
形成积极向善的文明气场。

激发文明创建的内生动力
付雅

□□ 彭玉桂

为进一步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营
造浓厚的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氛围，提升未
成年人道德文明素养，近日，江苏省海安市孙庄街
道通学桥村党总支、关工委、妇联计生协会联合组
织开展“七彩的夏日”系列之“老少心向党 奋斗新
征程”主题活动。

薪火相传，凝心铸魂跟党走。该村组织青少
年儿童参观红色村史馆、海安名人仲贞子书画展，
接受文化熏陶，传承红色基因。

“这位叔叔好精神，长大了我也要像他一样，
穿上军装，保家卫国！”一位小朋友指着墙上张羽

石烈士的遗像说。张羽石是通学桥村新中国成立
前牺牲的一位新四军营指导员，一身戎装，英气勃
勃，激起了少年们浓厚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前，通
学桥村属于黄桥革命老区海南区，曾经牺牲了33
位烈士，英烈的事迹至今仍是通学桥村红色传家
宝。该村以此为基础建立红色村史馆，作为党员
干部、青少年学生的教育阵地。孩子们纷纷表示，
要刻苦学习增强本领，长大后为祖国的发展强大
作贡献。

作为“社会细胞”，家庭是社会文明教养、德行
培育和文化传承的第一驿站。因此，家教、家训、
家风具有特殊重要的文化意义。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父母叫什么

名字？你知道什么是家风吗？”从这简单的一
问一答中，孙庄街道关工委副主任王祥年循循
善诱，讲解了传承良好家风家训的重要性。我
们常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个人
与国家、社会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点。每个人都
是由“家”走入社会的。良好的家风、家教对一
个人的道德水平、审美标准、操守品行，乃至生
活习惯的形成，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社
会由个人组成，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王老
师通过视频展示，生动讲解了什么是家规家
训，举例讲述了勤俭治家、诚实为人、宽厚处
事、崇学尊礼等优良家训家规格言，给孩子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长们也深受触动，表示

要努力营造利于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
传承好家风家训。

通学桥村充分利用远教阵地资源，组织孩子
们观看了红色电影《横空出世》，目睹了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的震撼场面。影片详细展现了我国
军人和老一辈科学家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艰苦奋
斗，在内无经验外断资源的艰苦条件下，朝着共同
目标奋勇前行的故事。孩子们被影片中人物的信
仰和精神深深打动，强化了内心最朴素最真挚的
爱国情怀。中华民族要崛起，就要靠无数中华儿
女的英勇奋斗、勇于创新。孩子们表示，要好好学
习，掌握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江苏省海安市孙庄街道通学桥村

以文化人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 张豆豆

西红柿、豆角、黄瓜、茄子……在山东青
岛崂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爱心田里，各类当
季蔬菜长势正好。近期，这片爱心田迎来一
批特殊的采摘队伍——来自青岛市崂山区
各中小学校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小小志愿
者。为更好地推动志愿服务的深入开展，青
岛市崂山区志愿服务协会推动举办了“蔬”
送温暖“益”起来爱心田的公益活动，让青少
年体验稼穑不易、培养社会责任感，弘扬尊
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劳有所乐，爱心田里欢乐多。小小志愿
者代表们个个身穿“红马甲”热火朝天忙采
摘，一上午的时间便将菜篮子装得满满当
当。活动当天，这批蔬菜分别被运送到了下
葛场村、康城社区、老年公寓等，让老人吃上
当天从田间地头采摘的新鲜蔬菜。跟随这
批“爱心蔬菜”一起送到老人手中的，还有来
自崂山区爱心企业公益联盟成员单位提供
的日用品等6箱爱心物资。

据了解，近年来，崂山立足不同群众需
求，打造“山海五心 志愿五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品牌，开展“山海暖心”为老服务、

“山海育心”为小服务、“山海连心”为困难群
体服务、“山海润心”为需要心理疏导和情感
慰藉人群服务、“山海同心”为社会公共需要
服务的“五为”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此次青岛
市崂山区通过社会运作和志愿服务的方式，
将乡村田地改造成为一个集种植、教育、志愿
为一体的公共空间，为崂山区青少年提供一
个公益劳动、奉献社会的志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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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未成年人从小
树立绿色环保意识，近
日，贵州省贵阳经开区黄
河路街道金恒社区组织
党员志愿者开展“垃圾分
类进校园 大手拉小手共
筑绿色家园”活动。该街
道坚持党建引领，践行

“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
的理念，营造起全员参与
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陈善意 屈扬 摄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让他
们度过一个健康、安全、愉快、文明的假期，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博物馆联合汤口
镇山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文化
进乡村”暑期青少年公益课堂活动，村居青
少年、黄山区博物馆志愿者、山岔村大学生
志愿者共30余人参与此次活动。

黄山区博物馆组织招募志愿者来到汤
口镇山岔村，开设了一堂特别的暑期公益课
堂。博物馆志愿者通过“红色记忆”PPT课
件，深情讲述谭家桥战斗故事以及方志敏等
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深深触动了孩子们幼
小的心灵，激发了孩子们对革命先烈的敬佩
和仰慕之情。互动环节，博物馆文化志愿者

发放《黄山区红色地图》宣传册页，和孩子们
一起唱红歌、浏览家乡的红色遗址遗迹。活
动现场大家发言踊跃，气氛热烈。据介绍，
黄山区博物馆将继续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作用，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为更多
乡村孩子提供公益服务，厚植爱国情怀，传
承红色基因。 闻博

安徽黄山：博物馆公益课堂进乡村

暑假里，福建省福州市小桔灯社工带领小朋友们来到永泰县
永阳文化中心，开展“赓续时代薪火，筑梦华彩青春”关爱留守（困
境）儿童红色乡土文化教育研学活动。活动现场，社工陪伴小朋
友们参观党史馆、永阳风情展厅、旅游体验展厅等，让小朋友们了
解党的历史，感受家乡社会人文与环境资源。 张立庆 摄

近年来，湖南省沅江市草尾镇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辖区
文化广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不仅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足够的
活动场地，也舞出了乡风文明，助推了全镇乡村振兴。图为近日，
村民在草尾镇上码头村民心文化广场跳健身舞。 胡沅 摄

浙江新昌县沙溪镇
志愿服务为高质量发展添动能

近日，浙江省新昌县沙溪镇党员志愿服务队走进唐家坪
村“助老食堂”开展主题活动，与老人们一起包饺子、话家常。

“助老食堂”是沙溪镇志愿服务的特色项目。近年来，沙
溪镇聚焦辖区老年人需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依托，
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精准、多元化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努力破解老人“做饭难”“孤独感”等
问题，持续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同时，沙溪镇以“志愿服务队+党员干部+社会组织”的联
动服务模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今年以来，该镇
已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需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00多场次，让
志愿服务在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中蔚然成风，绘就共同富裕
精神底色，为新昌县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注
入发展动能。 张瑜晶

贵州仁怀市三合镇
多措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来，贵州省仁怀市三合镇多措并举推进新时代乡风
文明建设，加强移风易俗，推进美丽庭院、优良家风建设。同
时，统筹利用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电影放映、
体育赛事等文化惠民活动，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
农村精神文明水平，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该镇通过“党建+志愿服务”，铸乡风文明之魂。通过支部
牵头，整合资源，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将服务延伸到村民组，
围绕政策宣讲、环境治理、化解矛盾纠纷等内容常态化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在参与中改变观念、提高认
识。通过“党建+网格治理”，显乡风文明之效。在网格上建立
党小组，赋能网格化管理，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整治农村
滥办酒席等工作，形成支部引领、党员带动、群众参与的乡风
文明建设新格局。 陈剑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