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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相融”育文明新风
——四川高县安和村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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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部的胜
天镇安和村位于山区，各家各户
历来有在家门口种植李树的习
惯，寓意“开门有礼”。近年来，该
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为抓
手，有机融入安和村“种李知礼、
种李明理”的传统文化，深挖“李
礼”文化精髓，深入推进乡风文
明建设，成功打造“李礼相融”文
明实践品牌，让文明新风遍吹美
丽村落。

紧盯产业发展
旺李兴村

夯实集体经济，实施“李产
业”振兴计划。村“两委”支持村
集体经济+大户+散户联合抱团，
发展壮大李产业5000亩，通过电
商平台，不断拓展外部市场。同
时开发红岩苦笋等特色产品，开
办花色餐厅等创意农业项目 4
个，形成与李有关的“礼”商品，
不断提高李产业附加值。

推动文旅融合，打造李产业
旅游名片。大力促进产村相融，
以环境治理为契机，实施景观改
造、庭院美化等30余个项目，升
级民宿客栈8个，创建星级农家
乐18家，提升乡村文化品位。依
托3月赏李花、6月品李果、登山
流米寺、徒步仙女潭等项目，打

造旅游名片。获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
殊荣。

深化招商引资，推动李产业
转型升级。依托特色资源，设立

“创客空间”，引进外商投资6.19
亿元，打造集酒店、农耕体验、真
人CS、汽车营地为一体的休闲度
假、森林康养胜地，不断推动乡
村旅游转型升级。

丰富文化载体
崇礼润村

建好礼文化平台，培育良好
乡风。大力提高阵地建管水平，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礼馆、
讲礼堂、学礼亭、书院、风物厅等
6个礼文化服务平台，建立健全
开放运行长效机制，常态化举办
道德讲堂、文化讲座、礼仪培训
等活动，培育学礼、用礼、尚礼的
良好乡风。

打造礼文化品牌，涵育淳朴
民风。挖掘整理礼文化要素，打
造“一生一世，十礼长廊”，形成
具有地域特色的“礼”品牌。通过
营造礼氛围、讲好礼故事、评选
礼典型、编写礼手册等，涵育以
礼待人、彬彬有礼的淳朴民风。

丰富礼文化活动，涵养文明
乡风。充分发挥李花节、品李节

的活动效应，举办礼文化活动。
利用传统节日和重大纪念日，广
泛开展茶馆宣讲、农民运动会、
乡村大家唱等群众性文化活动。
定期在礼馆、讲礼堂、学礼亭等
处举行入党、入学、开笔礼等仪
式，引导群众接受精神洗礼。

健全体制机制
明理治村

理清善治队伍，共创共赢。聘
优秀党员干部，文化带头人、新
风督导员等为“里长”。坚持“外
引内培”并举，引进规划、产业、
电商等各类人才，回引优秀外出
务工人员，储备乡村善治后备人
才，实现事业共创、收益共赢。

完善治理机制，共建共享。创
新设立村庭院清洁美化理事会，
建成“一约六会”（村规民约，村
民代表大会、村民议事会、道德
评议会、红白理事会、农民文化
理事会、庭院清洁美化理事会），
通过“正向激励+负向鞭策”制
度，进行指标化考评，提高群众
参与度，实现治理共享。

强化服务理念，共干共享。党
员干部以“四夜+四单”服务为总
抓手，“夜访民情、夜学提能、夜
议民事、夜演民乐”，找准症结、
精准施策；开展“支部备单、群众

点单、干部派单、里长接单”服
务，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

德治法治结合
文明育村

强化道德建设，培育先进典
型。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提炼好
家风好家训，切实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活化。将
志愿服务制度化，不断强化群
众社会责任意识。持续选树道
德模范、最美家庭、“身边好人”
等先进典型，培育崇德尚善的
良好风尚。

加强法治建设，深化示范创
建。创新设置法治辅导员，建立
《家庭诚信守法记录簿》，强化群
众法治意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议事小院，持续开展普法
教育。

倡导文明新风，改善人居环
境。开展文明村镇、“五好家庭”

“最美家庭”等创建活动，持续深
化精神文明建设。全面美化核心
区村容村貌，组织开展“最美庭
院”评选活动，使乡村焕发文明
新气象。

连日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万亩桃园内的桃花迎着春风恣意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桃园、赏桃花、品花香，感受春天的气
息。图为一名摄影爱好者在桃园内拍摄桃花。 赵松 摄

河南长葛
367个村（社区）建成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本报讯（宋广军 张浩 王懿）近
日，河南长葛市到处活跃着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的身影，队员
们或开展“钟繇学堂”活动，或组织

“培育壮大湿地保护”活动，或宣传
“文明创建随手拍”活动，一支支队
伍像一面面红旗，成为长葛市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2020年以来，长葛市
已注册志愿者9.8万人，16个镇办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全部建成，367
个村（社区）已经建成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覆盖率达到92.2%。近期，
长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提前
谋划，统筹50多个市直单位走入
社区，开展“学党史、唱红歌、讲故
事”“关爱孤寡老人”等多项主题
活动，成功培育“德耀葛天”、“钟
繇学堂”、“孝道大餐”、金秋助学、
村民说事团等10个品牌项目，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社区居民
生活。

“下一步，要继续探索‘两中
心’融合发展新路径，大力推进长
葛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
化、便利化、品牌化，为加强基层思
想道德建设、提升群众文明素质注
入强大的动力！”长葛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张冠军说。

本报讯（詹叶青
高宝亮）3 月 10 日，
在江苏省扬州市邗
江区西湖镇润扬社
区的农家书屋里，社
区老党员丁佐章、何
雪兰给青年党员讲
述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青年党员们听得
津津有味。

今年 79 岁的丁
佐章已有56年党龄，
是润扬社区党员宣
讲志愿服务队的成
员。平日里，他就经
常为社区青年党员
宣讲党史和党的新
思想、新理论。丁佐
章表示，自己有责任
和义务通过宣讲，将
党的优良传统传承
下去。如今，这种“老
青结对”手把手、面
对面、心贴心传递理
想信念、弘扬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的
情景，已成为邗江区
各农家书屋一道亮
丽的“红色风景”。

最近，邗江区方
巷镇沿湖村也将“每
周一学”的党史学习
课堂搬进了农家书
屋。村党委书记刘德
宝介绍，大家在课堂
上观看了《党史 100
讲》的第一课，“观
看后党员们感触很
深，纷纷表示要将党
史学习教育与实际
工作结合起来，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带领
全体村民为建设好

‘中国最美渔村’多
作贡献。”

据了解，邗江区
目前共有 142 家覆
盖城乡的农家书屋，
多个农家书屋开辟
了红色党史名著阅
读专区，并不定期开展读党史等
主题活动。“农家书屋不仅成了党
员的红色‘充电站’，更成了党史
学习教育的‘实境课堂’。”邗江区
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新闻出版局
局长孙荣介绍，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邗江区充分利用农家书
屋、城市书房等，把党史学深学活
学透。下一步，邗江区还将以“学
党史 跟党走”为主题开展全民读
书节系列活动，立足农家书屋主
阵地开展“百村百场学党史”主题
阅读活动等，让党史学习蔚然
成风。

一条条道路宽阔通畅，一个
个公园广场点缀其中，一幢幢高
楼拔地而起，人居环境越来越美，
百姓生活幸福安康……

“十三五”以来，陕西省富平
县秉承“项目为王”理念，围绕补
齐“四个短板”、坚守“四条底线”，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
效率推进，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
市框架不断拉大，基础设施日臻
完善，城市功能逐年增强，人居环
境明显提升，人们处处感受到发
展带来的新变化。

路宽了，心情舒畅了

人民路是富平县城最繁华的
商业中心，以前经常出现拥堵现
象。为缓解这一区域的交通拥堵
问题，富平县适时启动了人民路
南延项目，并作为重点民生工程
高效推进，2019年建成通车。如
今，双向四车道的人民路南延路
连通了环城南路，路宽了、车畅

了，群众更舒心了。
“十三五”以来，富平县高度

重视市政道路建设，规划实施了
一批重点市政道路工程，新建和
改造主干道路 40 余条，富昌大
桥、荆山大桥、温泉南路、人民路、
昌平大街、和谐大道北段、富兴路
南延等道路相继建成通车，富昌
路南延、昌平大街东段等3个项
目正在加快推进。城区道路总里
程达到98公里，富平县城区框架
不断拉大。

随着城区道路的不断延伸、
改造，没有路的地方修了路，窄路
变成了宽路，“断头路”变成了畅
通路，一条条城市“血脉”越来越
通畅，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便利，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城美了，幸福感强了

“十三五”以来，富平县围绕
群众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加快

绿色项目建设，本着“保护优先、
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
的原则，将环绕县城南北的“两
河”治理纳入富平县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目
前，温泉河湿地公园城区段全面
建成开放，石川河国家湿地公园
通过国家评审验收。经过治理后
的“两河”增加了城市绿量，改善
了生态环境，完善了城市功能，提
升了城市品位，进一步满足了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为营造环境优美、绿色文明的
人居环境，富平县还先后建成宜游
公园6个，城市休闲广场及街头绿
地 10 处，城区绿化覆盖面积达
605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38.8%，绿地率达34.2%。建设公厕
95座，停车场17处，城市功能布局
进一步完善。富平县城区集中供热
面积达302万平方米，新建改建生
活污水处理厂两座，日处理生活污
水4万吨，“气化富平”实现16个
镇（办）全覆盖，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及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建成投用，
同时高标准实施了城区亮化工程，
完成路灯节能改造4270盏，城区
路灯总数达1.7万盏，道路照明里
程达90.2公里，亮灯率达99%以
上。该县获评“国家卫生县城”“国
家园林县城”。

安居了，百姓乐了

“十三五”以来，富平县以“聚
力精品工程，提升建筑品位”为发
展目标，不断做优人居环境，提升
广大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随
着“两河”等生态环境的改善，一
批央企、省企、名企先后入驻投
资，沿着石川河畔的一个个房地
产项目更是开启了富平品质人居
的新时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在此安居乐业。

老旧小区改造是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是实现

“住有所居”的重要组成部分。富
平县坚持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城

市建设补短板、强基础、惠民生、
促发展的重要举措，实行“一区一
策，一楼一策”，将有限的资金用
在刀刃上，以解决老百姓最关注、
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让老旧小区
实现美丽蜕变。

财政局小区建成于1996年，
小区共有3栋楼48户。由于年久
失修，外墙到处掉墙皮，小区路面
坑洼不平，线缆像蜘蛛网一样垂
在半空，晚上照明只能靠楼体上
挂的几个灯泡。2020年8月初，该
小区开始实施改造。居民伍芳银
说：“小区改造后啥都好了，院子
平整干净，线缆都被装进了线盒，
管网进行了更换，一栋楼两盏路
灯悬于楼体上，夜间在小区行走
也很安心。”

据悉，富平县城区2000年以
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共105个，总建
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目前，105
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正在按年
度计划分批实施，2020年计划改
造的28个老旧小区已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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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啊好哎，
好呀好风光，好呀好
风光……”这首曾唱
遍大江南北的《巢湖
好》，就诞生在安徽
省巢湖市中李村南
湖方自然村。

南湖方村紧邻
巢湖半岛国家湿地
公园——月亮湾风
景区，全村有117户
432 人，耕地 634.6
亩，村中巷道互通、
布局整齐，一派田
园风光。

很难想象，如
今布局整齐、树木
葱郁的南湖方村曾
经环境脏乱差，村
庄无规划，村民随
意搭建，侵占道路
和集体土地的现象
时有发生；村民卫
生意识淡薄，污水
乱泼，晴天气味难
闻、雨天道路泥泞，
风吹尘起、垃圾随
风飘。

为了改变这一
状况，2012年以来，
南湖方村不断深化
以绿色生态为主题
的村庄治理。党员
干部带头干、乡贤
能人做示范，发动
群众积极行动，引

导村民对自家庭院进行美化。在
实施村道硬化、树木绿化、路灯
亮化、污水净化工程的同时，还
动员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
杂草，清除院舍墙体乱贴乱画。

“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干净？
村子里没有看到鸡鸭鹅乱跑的
情况。”不久前，几位外地游客疑
惑地询问村民。“我们村家庭养
殖实行圈养，村子里过去的卫生
死角现在有专人负责，现在人们
都养成了保持清洁卫生的良好
习惯。”一位村民自豪地答道。

此外，南湖方村还兴建了
巢湖好生态园、绿峰花卉苗木
园、尚德苗木园等，一批批园林
产业进驻南湖方村，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欲正民风，必兴文化。“作
为《巢湖好》的创作地、首唱点。
我们要追根溯源把南湖方村的
文化传统和影响力挖掘出来，
使其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引
领作用。”中李村党委书记马永
宁说。为此，该村将《巢湖好》作
曲人李焕之曾住过的农家小屋
建成陈列室。同时，依据国家法
律法规，结合祖训，形成本村的
村规民约。

为了加大村规民约的宣传
力度，南湖方村组建了20多人
的文艺队伍，将村规民约融入文
艺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加以传播。村里还建成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示范点，在田间地
头、文化大舞台、文化乐园和园
林基地进行政策宣讲，打通宣传
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着力把村
子打造为景美、民富、风淳的幸
福家园。

陕西富平 让城市更美更宜居
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