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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顶山任寨村：

孝善文化传家孝心笑脸相映
张建新王冰珂

优化人居环境
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郑言欧阳林

湖南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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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和煦，遍洒大地。湖南省
汨罗市桃林寺镇三新村村民文化
广场上，村民们晒着暖阳，拉着家
常，笑语盈盈，幸福溢满。在他们
周围，青山叠翠、花香四溢、产业
兴旺、乡风文明，现代田园风光浑
然天成。这样的景致在汨罗乡村
举目皆是，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
斓、充满希望的山水长卷。

近年来，汨罗市以整治农村
人居环境为突破口，坚持党建引
领，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使村民精
神风貌、乡村人居环境、社会整体
风气焕然一新。

“党建+N”用“共识”推
动“共治”

汨罗镇武夷山村地处汨罗市
城乡接合部，由3个村合并而成，
社情民意复杂，社会治理任务繁
重。近几年，该村坚持党建带群
建，运用“党建+协会”，建立了以
老党员、复退军人为主的矛盾纠
纷调委会、助学社、退役军人之家
等8个组织，制定村规民约，参与
村务管理，构建了自治、法治、德
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连年

交出群众满意度高的成绩单。
汨罗积极探索“党建+志愿

者”“党建+乡贤”“党建+理论宣
传”等“党建+N”模式。新市镇元
福村建立“元福新潮”微信群，将
党员干部、村民骨干、知名乡友拉
入群内，用家乡话宣讲政策、解读
热点、传授技术，在理论“天线”和
乡村“地气”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梁。全国各地的元福村乡友已在

“元福新潮”群内讲授了近50堂
微信党课，听课人数达1.2万余人
次。持续火爆的“元福新潮”成为
村干部和党员学习培训的“党课
平台”、党员和村民密切沟通的

“网上通道”、寓外乡友服务家乡
的“奉献舞台”。现在的元福村，因

“元福新潮”而改变，这个昔日“十
户农家，九户挑担”的“拾荒村”走
上了特色种植、高效农业的绿色
发展之路。

以“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
数”的模式，解决了社会治理、为
民服务、产业发展等问题，成为汨
罗破解村级组织软弱涣散难题的
重要举措，让农村基层党组织焕
发新的生命力，激发了乡村治理
的新活力。

乡贤带头 使“家园”变
成“花园”

建设好家乡，是所有人的共
同愿望。汨罗以“干干净净、整整
齐齐、清清爽爽”为目标，全员发
动、全域铺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乡村“颜值”。乡贤们积极参
与家乡建设，在茶木塘屋场里，原
本只有 1米多的村道拓宽至 4.5
米，修建村民活动中心、健身户外
活动广场、小游园、美丽菜园，对
屋场下水道进行建设，实行雨污
分离、“厕所革命”、垃圾分类……
几个月时间，“脏乱差”华丽变身
为“青绿美”。

在汨罗各镇各村，乡贤带头引
领，群众配合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也
成为新时尚。全市成立300余个理
事会，群众自发筹募资金超2亿
元，做到“自己的事自己定”“自己
的活自己干”“自己的村庄自己
建”，实现了从“要我做”到“我要
做”、从“愿意做”到“乐意做”的转
变。2020年以来，汨罗全市共拆除
空心房、违建房、零散房、危险房等

“四房”1.6万户，腾退土地1.2万

亩，治理黑臭水体433处；推进“厕
所革命”，建设三格式化粪池2.24
万个、四格式化粪池648个，大力
推行“垃圾户分类减量、就地消纳”
模式，确保垃圾源头减少“产出
率”、中途流转减少“污染率”、终端
处理减少“出村率”。按照“地方特
色、生态村庄、宜居家园”定位，重
点创建了60余个示范村，规范建
设集中建房点49个，推进小游园、
小广场、小果园、小菜园“四小园”
建设，充分做好美化文章，凸显乡
村特色，促进了土地集约大提效，
人居环境大提质。

绿色发展 让“颜值”产
生“价值”

眼下，春暖花开，白水镇西长村
“四季花海”吸引许多游客纷至沓
来。目前，整个西长村的山头根据规
划，分别种植了红豆杉、樱花、紫薇、
红叶石楠、栀子花等20多种苗木、
200多万株果木，扦插小苗400多
万株，种植药材、花木5000多亩。

从昔日的“穷乡僻壤”，到今
日的“金山银山”，利用“高颜值”
提高“产值”，让西长经济实现了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
使整个白水生态农业旅游呈现出
从零星发展到集群扩张的喜人态
势。“西长模式”的探索，为农民带
来了更多收获。2020年，西长村
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8000多万元，村民人均从旅
游业中获得收入1.2万元。

依托产业，乡村发展才有生
命力。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因
地制宜探索适合的发展新模式，
让乡村农业、旅游观光、生态、文
化等协同发展，构建乡村经济发
展的新格局，乡村发展才可进入
高质量的“快车道”。

汨罗正将乡村游向休闲、观
光、体验转型拓展，把特色农业作
为发展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的新
业态，重点推进国道240沿线城
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创
建“乡味长廊”，推进特色小镇建
设，打造休闲农业特色产业园、种
植生态园、滑翔基地、田园综合体
等，着力探索出一条吸引周边城
市居民“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
农家活、享农家乐”的乡村旅游生
态发展之路，既换来“金山银山”，
又留住美丽乡愁。

“孝善传承钟灵家国情怀，
德育化人造福乡村振兴”。近日，
笔者走进有“任孝子故里”之称
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蒲城
街道任寨村，探访这里的孝善文
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口的这
副对联。

穿过复古式门楼，沿着柏
油路来到村文化广场，村民们
正享受悠闲时光：榜样长廊下，
带小孩的妇女们在唠家常；乒
乓球台旁，男人们轮番上阵切
磋；广场东侧的长凳上，老人们
懒洋洋地晒太阳，背后便是“孝
心墙”。

“孝心墙”上，组成心形图案
的59张照片，均是摄影师为村
民抓拍的幸福时刻。心形图案的
中间，是“儿孙孝、父母笑”六个
鲜艳夺目的大字。一幅照片引起
了笔者的注意：画面中，一位老

人坐在花丛旁边，背后是一位年
轻女人在给老人整理头发，两个
人都满脸笑容。巧的是，照片中
的老人王秀花正在广场晒太阳，
她向笔者讲述了照片背后的
故事。

王秀花今年74岁，7年前因
患脑梗落下后遗症，腿脚不利
索，一直是儿媳妇张翠萍照顾
她。“俺儿子在外边工作，半个月
回来一次，儿媳妇就像亲闺女一
样。”王秀花说，天暖和时，张翠
萍常带着她散步，那一天，两个
人赏花的画面恰好被摄影师
拍下。

在任寨村，这样的故事很
多。“我们村自古崇尚孝善文化，
如今更是将其作为乡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大力传承和弘
扬。”在一块石碑前，村党总支副
书记任坤峰说。

石碑是清朝乾隆年间所立，
上书“明任孝子故里”。任坤峰介
绍，任寨村始建于明朝永乐年
间，任氏先祖任养志因孝行闻
名，获敕封，故任寨村又被称为

“任孝子故里”。后来，当地县令
石其灏立下此碑，勉励村人弘孝
扬善。

广场的对面是家风家训馆，
也是卫东区党员教育基地家风
家训现场教学点。翻开来客登记
簿，不少是来自行政机关、学校
和社区的访客。馆内，展示有任
氏家训、任氏家谱，还建有百孝
墙等。

家风家训馆的小院内，挂有
村里“好媳妇”“好婆婆”的照片，
史艳伟是“好媳妇”中的一员。她
今年45岁，公公戴有义肢，婆婆
体弱多病，丈夫任国祥在外打
拼，她独自担起了照顾二老的责

任。“她把老人的衣食住行安排
得妥妥当当，很多事考虑得比我
周到。”说起妻子，任国祥的感动
之情溢于言表。

家风相汇成民风，家风好
则世风正。子女孝敬父母、兄弟
姐妹团结、邻里互相帮助，孝善
文化根植在村民心中，因此“孝
心墙”照片中的每个人都笑容
满面。

在文明乡风的熏陶下，村民
们的精气神十足，修道路、治排
水，植绿树、栽花木，建公厕、装
路灯，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其中，
村子南边一条羊肠小道硬化为6
米宽的“南环路”，成了村里“酷
走队”的必经路线。

“忠孝仁和承祖训，诗书礼
乐构家风”。走出家风家训馆，回
望，门口的一副对联道出了任寨
村文明乡风背后的秘密。

3月10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街道与连云区疾控中心联合开展“3·15健康打假、解读生活误区”知识讲座，通过现场操作演示
与讲解相结合的方式，扫除居民生活中的健康知识“盲点”，帮助居民丰富健康知识、提升打假意识。图为工作人员向居民演示家庭版玫瑰
纯露的简易制作方法。 朱华南刘莹莹 摄

“好球！”“中了！”
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
区兰亭街道任家畈村
的多功能运动场上，
十来个身穿运动服的
小伙子活力四射，伴
随着球入篮筐，场上
响起阵阵叫好声和欢
呼声。

天气渐暖，任家
畈村委旁的多功能运
动场成了不少村民休
闲运动的好去处。放
眼望去，只见运动场
内干净整洁，而硬化
后的塑胶地面以及外
围镀锌铁丝网更是有
效保证了场地内外人
员的安全。“以前这里
杂草丛生，土地空着
也是空着，现在好了，
运动场就建在家门
口，平时打球锻炼也
方便。”晚饭后，村民
李大爷和往常一样来
到运动场，他说，投中
球那一刻仿佛又找到
了年轻时的感觉。

在不远处的里木
栅村，新建成的健身
步道以及太极揉推
器、双联漫步机、健身
车、健骑机等健身器
材也成为不少村民茶
余饭后休闲运动的首
选。依河而建的体育
公园里，分区安置着
12件不同功能的健身
器材，而沿着健身步
道一路向前，还能一
览里木栅村的村容
村貌。

2020 年，兰亭街
道将“文化兰亭”惠民
工程列入街道民生实
事工程，切实做好文体设施建设，并
依托现有资源积极开展文体活动。
其中里木栅村完成体育设施进公
园，任家畈村建成多功能运动场，谢
家桥村完成小康体育村的升级改
造。全年共有150余人次参加柯桥
区组织的排舞、广场舞等培训活动。

同时，兰亭街道有序推进农村
文化礼堂的建设工作，新建里木栅
村、山下村2个文化礼堂，改建张
家葑村、黄贤村、古筑村、谢家桥
村、桃源村、阮港村等6个文化礼
堂，率先实现了智慧礼堂全覆盖。
而依托文化礼堂的建设，“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艺五进”
等演出活动纷纷走进各村，精彩纷
呈的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满意
度和幸福感。

兰亭街道各村公共文体设施的
完善，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营造了浓厚的文体氛围，共建共享
的原则更是有效保证了文体送百家
的初衷。2020年，兰亭街道共开展
各类群众文体活动345次，开展公
益培训和讲座359次，新陈村村歌
《活水源头》还荣获“唱响新农村”绍
兴市首届村歌创作大赛金奖。

接下来，兰亭街道将继续把提
升群众满意度作为公共文体建设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整合各类
资源，对各类设施查漏补缺，精心
培育文化创新品牌，有序组织文艺
演出、体育活动，最大限度地让“文
体春风”惠及全民。

安徽亳州谯城区：
狠抓生态文明建设
让春天更美丽

本报讯（葛维旋）今年以来，安
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狠抓大气环
境污染治理，突出工作重点，空气
环境质量改善明显，1月1日-3月
3日，谯城区PM2.5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36.9%。

做好禁燃禁放工作。今年年
初，谯城区组织11个督查组对谯
城区各乡镇、街道烟花爆竹大盘香
禁燃禁放工作实行划片包保督查，
确保空气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抓好城区网格化监管工作。谯
城区发挥城区4个大网格、37个中
型网格、119个基础网格作用和环
保网格化监管队伍作用，对各类大
气污染源开展巡查，建立污染源监
管台账，实行精细化管理。

开展秸秆禁烧工作。在区、镇、
村三级开展禁烧巡查，做到早发
现、早制止、早处理，实行常态化监
管，确保秸秆禁烧实现“零火点”目
标，改善农村空气环境质量。

本报讯（林
洛）近期，青海省
黄南州河南县坚
持五个“走在前
列”，开展扎实有
效、丰富多彩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切实深化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

组建志愿服
务 队 伍 走 在 前
列。各文明单位、
乡镇、村（社区）
围绕县委中心工
作，结合业务职
责、资源优势及
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需要，组建
各 类 志 愿 服 务
队。党员领导干
部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自觉
参加志愿服务，
各文明单位全员
加入志愿服务队
伍，切实壮大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力量。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走在前

列。各文明单位、乡镇、村（社区）
积极参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组织的活动，广泛发动所辖志愿
服务队开展医疗卫生、理论宣讲、
生态环保、科技科普、文化体育等
各类志愿服务。一月一主题，定期
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走在前
列。全县各乡镇、村（社区）积极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作
用，围绕“文明实践、铸魂育人”
主题，聚焦群众需求、突出效果
导向，不断探索具有特色、富有
成效的路径模式，开展群众乐于
参与的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推动移风易俗走在前列。该
县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十
个一”工程（制定一部村规民约、
举办一期全民活动、组建一支草
根文艺队、开展一次环境清扫、举
办一期评比活动、打造一组文化
墙、开展一期道德讲堂、公示一次
红黑榜、开展一次联建活动、打造
一个特色品牌），引导全县干部群
众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
人，大力弘扬文明风尚。

文明实践结对帮扶走在前
列。该县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理
论宣讲团，为群众讲解理论、政
策，并开展文化、科技、法律、卫
生等各类志愿服务。各乡镇、部
门、单位紧扣重要节点，深入联
点村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以丰富
的文体活动激发群众的参与热
情，让扶智扶志更有效；同时，详
细了解帮扶群众的生活状况、家
庭情况及所需所望，切实为群众
解决生活困难，助其树立致富奔
小康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