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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积分”兑现善行扮靓文明
让美丽乡村生机盎然
朱丹宇 范日樑 赵修森

文明创建B2

打造“三新”阵地
构筑文明实践“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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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激发群众的内生动
力，着力提升基层群众的文明素
质，近年来，福建三明多地积极探
索乡村治理方式，推行文明积分
兑换制，鼓励引导群众积极参与
各类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
累相应的文明积分，用文明积分
兑换需要的生活物资，从而让文
明行为得到褒扬，让文明之歌更
加嘹亮，让文明之风滋养美丽乡
村，走出了一条乡风文明的治理
新路子。

永安市：“积分制”扮
靓乡村美丽庭院

走进永安市贡川镇龙大村，
一幢幢小洋楼整齐划一，村口的
墙体彩绘勾勒出龙大村迈向乡村
振兴的画卷。

“这幅是村民在地里劳作，这
幅是村民在采摘柚子……每一幅
都是我们村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
照。”看着村庄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罗治林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沙溪河贯穿龙大村全境，
AAAA级景区桃源洞就在境内，
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2018—
2020年度三明市文明村镇、连续
3年获评永安市文明村镇……这

些都让罗治林引以为豪。他说：
“龙大村乡村治理能有今天的成
绩，‘积分制’功不可没。”

去年6月，贡川镇在全镇范围
开展了“美丽庭院”“文明家庭”创
建活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龙大村结合本村实际，制定了《龙
大村积分制管理办法》，成立了

“一委员三队伍”（即积分制管理
委员会、评定工作队、督导队、志
愿者服务队），探索乡村治理新
模式。

“我们根据村情详细制定了
评分细则，每月一评、每季一综
合、每年一总评，在全村营造比学
赶超的良好氛围。”罗治林说。说
完，他拿出一叠“美丽庭院”评分
表，包括“门前美”“院落美”“居室
美”“厨厕美”“群众评价”五大项，
十几条细项，合计50分，每一项
都是构建美丽庭院必不可少的。
获评镇五星级“美丽庭院”，家庭
的每位成员当年可享受镇里代缴
新农合的待遇。而获得的积分可
以累积，按约5∶1的比例在积分
超市兑换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

为了确保公平公正，龙大村
创新建立了“评定工作队员库”，
把乡贤、村民代表等49位评委纳
入评定库进行动态管理，采取自
愿报名和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负

责评定的人员。同时，按照亲属回
避、划分范围、交叉评比的原则开
展评分，最大限度地避免评比的

“人情分”。每月向全村公示当月
评分结果，大家互相监督。

在村部旁的公示栏，统计着
去年8月以来每个家庭的得分情
况，村民姜兰英的名字十分显眼，
因为她是所有人里得分最高的。

从村口步行几百米，就到了
姜兰英家，她家门前的炮仗花和
各色多肉盆景把庭院装扮得花团
锦簇，处处生机盎然。在龙大村住
了几十年，人居环境一年一年地
不断改善也让她感慨良多。

谈及“积分制”带来的改变，
老人打开了话匣子。家里的两个
小孙子还在上小学，都说教育要
从娃娃抓起，“积分制”施行后，小
家伙看到家里人每天把房前屋后
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也主动加
入到打扫清洁的行列。“有几次我
接他们放学，他们看到马路上有
垃圾以后，都会主动捡起来丢进
垃圾箱，让我很是感动。”姜兰英
笑着说。

推行“积分制”以来，龙大村
的村容村貌悄悄发生了变化，村
里没人乱扔垃圾了，环境卫生得
到了整治，邻里纠纷少了。更可喜
的是，群众参与村里活动的积极

性也高了。

宁化县：乡村“爱心超
市”兑现村民善行

1月 27日，提着刚刚用积分
从“爱心超市”兑换来的纸巾和洗
洁精，宁化县中沙乡半溪村的村
民吴九珠笑得合不拢嘴。“把自家
房前屋后打扫干净，就能获得积
分，还能免费兑换一些物品，大家
兴致都很足。”吴九珠说。

2020年12月，半溪村先行试
点，通过上级资金支持、村财收入
注资、乡贤捐赠等方式，在村里建
立了爱心超市。占地20多平方米
的超市就设在村部内，上架的商
品有雨伞、洗衣液、衣架、拖把等。

爱心超市，不以货币购买，而
是以村民的行为准则所获积分来
兑换商品。一排排货架上标注的
不是价格标签，而是10分、20分
等分值标签。每月兑换日，按照1
分0.5元的兑换规则，村民可凭借
自己的积分到爱心超市兑换
商品。

“这个爱心超市管得可严呢，
评比的积分有公示，我们心里都
服气。”半溪村的村民曾春生说。
爱心超市里有详细的登记簿，记
录着每家每户的积分兑换情况和

剩余商品情况。为了确保公平公
正，村里还成立了由村两委、老党
员、老干部、群众代表等组成的评
分小组，每月月底不定期组织人
员上门核查打分，按照百分制，获
得 80 分以上的才能获取兑换
资格。

在评分过程中，半溪村将村
民家的室外环境、室内环境、配合
乡村工作等纳入评分指标，把文
明家庭户、身边好人等列为加分
项，充分发挥正向激励作用。

半溪村党支部书记廖福林
说：“爱心超市虽然运营的时间不
长，效果却显而易见。以前村里有
什么活动，喊破嗓子也没多少人
来，自从有了爱心超市，现在大伙
都争着干、比着干。”

上个月，获得80分以上的家
庭共10户，合计兑换800多分。谁
兑换的商品多，说明谁家平时表
现优秀；谁的积分少，谁就是落后
者。爱心超市的评分机制无形中
在群众间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的
压力。

小积分，激励大。村民罗得财
上月共获得87积分，是半溪村的

“得分王”。他说，“一瓶洗洁精，一
把伞，一瓶油虽然价格不高，但很
有意义。它让村民人人争先，人人
爱讲文明。”

近年来，青海省海东市以
打造“三新”阵地为目标，积极
发挥农家书屋在丰富农村群众
文化生活、引领乡风文明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聚合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
中心、基层文化站等阵地建设，
让书香浸润文明实践，让文明
之花在海东大地绽放。

搭建理论学习“新载体”。
该市以巩固农村文化阵地、推
动理论学习教育向基层延伸
为出发点，积极发挥农家书屋
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中的职
能和阵地作用，丰富农家书屋
的内涵，多种形式地开展理论
宣讲、政策解读、培训辅导，结
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
防控、移风易俗等，让党的创
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深入
人心，让农家书屋真正地成为
广大农民学理论、学文化的

“新载体”。
打造群众生活“新时尚”。

该市围绕文化服务平台建设，
整合基层文化组织、乡镇文化
站、村级活动室，依托农家书
屋定期、不定期地开展主题鲜
明、形式多样，与农村群众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并充
分与“党员学习室”“村级综合
服务中心”等相结合，和“书香
海东”建设、全民阅读工作相
融合，大力推动共建共抓共
享，实现了“村村有书屋，人人
有书读”的建设目标。建立健
全了《农家书屋管理办法》《农
家书屋图书登记制度》《农家
书屋图书借阅登记制度》《农
家书屋读者意见本》等管理制
度，规范了农家书屋的设施维
护以及图书上架、分类、登记
等日常管理工作，让农民群众
成为选书的主角，让农家书屋

“活”起来，真正地成为农民学
习致富的“加油站”。同时，开
展业务指导和培训，切实提高
农家书屋管理员的素质，化隆
县共举办了 4 期农家书屋管
理员集中培训班，对全县 17
个乡镇的文化专干和 362 名
农家书屋管理员进行培训，印
发了《图书管理手册》，就图书
采编管理、基本服务等知识实
地观摩讲解，提高了管理员的
责任意识和服务水平。

建起文明乡风“新地标”。
该市将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相结合，积极开展
了“送图书下乡”“送春联下
乡”“农家书屋演讲比赛”“中
华经典诗文诵读”“品读红色
经典”等活动，提高群众的参
与率，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通过召开全市农家书屋建
设推进会，为全市 12 所乡村

学校及 3 所农家书屋捐赠了
17万元的图书，表彰先进、共
谋发展。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通过打破县乡之间、村与村之
间的区域限制，构建深入基层
的阅读网络，推广“一屋多点”
的服务模式，盘活和调配图书
资源，县图书馆在条件成熟的
官亭镇文化站、满坪镇文化
站、巴州镇八一村农家书屋、
古鄯镇山庄村农家书屋、马场
垣乡香水村农家书屋2镇3村
实施了总分馆建设，推行图书
数字化建设，搭建了县、乡镇、
村三级图书借阅“一卡通”服
务网络，实现了图书通借通
还；平安区已实现卫星数字农
家书屋并全覆盖，让农民群众
获取图书的途径更加多样和
便利，通过资源整合和服务推
广，让农家书屋成为乡村振兴
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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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即将到来的
牛年春节，多地先后发
出倡议，倡导务工人员
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非必要不返乡”，留
在当地过年。一时间，

“就地过年”成为热议
的话题和不少人的防
疫选择。这种看似不
易甚至“被动”的选择，
其实背后展现的是国
人对疫 情 防 控 的 支
持，以及在这一特殊
时期的家国情怀。

返乡过年还是就
地过年，确实困惑着
不少的人，因为在中
国 传 统 节 日 文 化 当
中，春节有着其特殊
的文化内涵，这也使
得异乡人面临了理性
和情感、平安与团圆
的艰难抉择。但在疫
情应对与防控上，党
员干部冲锋在前，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紧 随 其
后，从心系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同胞
安危，到纷纷捐款捐物表达爱心，
再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战“疫”
作贡献，无数中华儿女以自己的方
式，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构筑起联防
联控的严密防线，共同与病魔展开
搏击，形成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因此，面对当
前的疫情防控形势，我们相信大家
依然会拿出实际行动来继续防控
疫情，就地过年也必然会成为不少
人展现家国情怀的选择。

当然，就地过年的“落地”还需
要地方政府的直接支持。近期，为
缓解疫情防控压力，不少地方政府
也用“真金白银”来支持就地过年。
浙江杭州出台了《关于开展春节期
间面向在杭外来务工人员“十送”
关爱行动的通知》，对符合条件人
员每人发放1000元现金补贴。江西
高安则发布了《关于强化疫情防控
实行闭环管理做好 2021 年春节期
间“稳产、稳岗、稳员”工作的通
知》，对符合条件的非高安市户籍
员工以企业为单位给予100元/人/
天的稳员补贴，并对企业项目给予
支持。厦门、台州等地相应的补贴
举措也陆续在出台实施，不仅有对
驻地企业的税费减免，而且还有对
民众的现金补贴，由此可见在就地
过年的政策支持上，不少地方政府
也着实是用心的。

需要注意的是，倡导就地过年
既要政策留人，也要社会用心。中
国人返乡过年最主要的是心理情
结，是一份对乡土留恋不舍的归属
感，因此要让异乡人安心就地过
年，应该尽量创造出人情暖暖的

“回家感”和“在家感”，让“家”的概
念不再仅仅是那份生养自己的热
土和乡音，还有对现今工作、学习
和生活的城市的融入与归属感，这
样也能更好的让异乡人主动停下
返乡的脚步，更好地保护自己、保
护小家、保护大家，为疫情防控和
国家建设发展做更好的自己。

浙江宁波：
开展迎新春爱国卫生环境
提升集中行动

本报讯（张昊）1月30日，浙江
宁波1万余名志愿者走上街头，撸
起袖子，拿起清洁用具，响应爱国
卫生运动的号召，以高涨的热情参
加环境清扫、卫生死角清理、公共
设施清洁活动。据悉，宁波为期一
周的迎新春环境提升集中行动由
此拉开序幕，以千千万万个卫生健
康“小环境”，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

“大防线”。
早上9点，在海曙区高塘菜场

附近，数百名机关干部、青年学生、
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志愿者共同
行动，分成多个小组仔细清理菜场
周边的道路、社区环境。捡拾绿地
上的烟头、清扫路面垃圾……一上
午的挥汗如雨换来了“卫生死角”
的干净整洁。

77岁的社区志愿者何志年说：
“宁波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让社区
环境越来越整洁干净了。现在也是
疫情防控时期，我们还不能放松，
大家都要更爱护环境卫生，让我们
生活在这里更加舒心。”

据悉，宁波市文明办会同市爱
卫办共同组织的迎新春环境提升集
中行动重点围绕人居环境改善提
升、公筷公勺推广普及、制止餐饮浪
费、防疫措施落实等方面，着力推进
文明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营造健
康文明过大年的良好社会氛围。

宣城郎溪：聚焦五大主题
开展“我们的节日·春节”活动

本报讯（宣文）为传承好、发扬好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日，安徽
省宣城市郎溪县聚焦五大主题，组织
开展“我们的节日·春节”活动。

营造节日欢乐祥和氛围。积极打
造“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公交、主题
公园、主题小区等主题场所。通过发放

“一封信”、制作“文明过节”海报等方
式，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就地过年。

传播节日民俗传统文化。利用好
乡村大喇叭、乡村文化大舞台等，讲好
春节起源、传统习俗和春节小知识等。
通过“两微一端”等平台，大力宣传郎
溪本地的年味习俗，让年的记忆代代
传递。

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着眼于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进一步拓展志
愿服务领域，组织开展防疫聚力量、春
运暖行程、邻里送温暖等活动，为广大
市民群众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打造网上节日主题活动。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春节期间线上“云”系列活
动，通过春联征集、书画诗词赏析等系列
活动，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主题活动中。

倡导勤俭节约文明过节新风尚。
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引导餐饮
消费者使用公勺公筷、实行聚餐分餐
制、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营造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氛围。

青海省
海东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