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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村规民约“约”出文明新家园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持续推动文明乡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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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高
度重视物质和精神帮扶的统筹发力，持续推动
文明乡风建设，不断创新工作举措，通过完善
村规民约、推行积分制、评选“文明户”等措施，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移风易俗，让新时代
文明新风浸润群众心田，让丧事简办、厚养薄
葬、志愿服务等理念逐渐成为共识，群众精神
风貌明显改善，物质和精神得到“双提升”。

除旧立新
“小村规”约出“大变化”

海城区把破除陋习、树立新风作为推进乡
风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来抓，提出“一村一策”
治理建议，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与村民共同研究
制定《村规民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组织村民
签订《村规民约》承诺书，并对彩礼上限、宴席
规模、婚礼流程、礼金限额等红白事宜进行细
化量化，促进形成红白事节俭办理的制度化、
规范化。

“我们的村规民约涵盖了敬老爱亲、邻里和
睦、文明祭祀、简办红白事、环境卫生整治等内
容，让村民行为准则有了具体的‘标尺’，引导村
民转变陈旧观念，树立文明新风尚。”赤西村党
总支部书记陈志东说，以前村中办宴席规模达

到几十桌，执行《村规民约》后，婚丧嫁娶互相攀
比、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得到有力遏制。

海城区在制定村规民约的基础上，成立红
白喜事理事会、禁毒禁赌会、村民理事会、道德
评议会等四个理事会，并发挥村委党员干部的
带头作用，带头执行红白事简办缓办、主动报
备，带动村民推进移风易俗。

积分奖励
“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在赤西村农贸市场旁的“积分超市”里，
大米、牙膏、毛巾、洗洁精、洗衣粉等日常生活
用品琳琅满目，村民正拿着积分卡兑换所需
物品。

“我今年已经参加了好几次志愿服务活
动，终于攒够积分了。”村民谭泽娟说，她经常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兑换积分，以前领了好几次
礼品。“在这里买东西的积分都是我参加村里
活动换来的，不花钱还很有成就感。”

海城区推行积分、扣分“正负”两张清单，
将移风易俗、环境卫生、公益事业等7个方面细
化分类、量化赋值，制定正向积分清单26项、
负向积分清单16项，每项内容对应相应分数，
并发放积分卡，及时记录积分情况。

该区将积分制度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充分结合，将积分管理融入人居环境整治、志
愿服务等文明实践活动中，激励群众开展各类
文明实践活动，全面参与乡村治理全过程，推
动群众从“要我参与”转为“我要参与”。

“我们还推动村民与脱贫家庭开展结对帮
扶，通过邻里互助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乡风文明
建设。”陈志东介绍，村民每结对1户积5分，积
分达到30分以上的村民，可参与本村“道德模
范”“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引导群
众共建文明乡风。

该区还实行“积分兑换+爱心超市”模式，
在村民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后，采取物质和荣誉
双奖励措施，引导村民用实际行动赚取积分、
兑换奖励，带动群众用积分兑换文明，以积分

“小超市”激发乡村治理大能量。
“以前参与乡村治理的群众比较少，有了

积分制的激励，村民参与文明实践活动和村庄
清洁行动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了，屋里屋外都收
拾得干干净净。”陈志东说。

家风建设
“小家治”带动“大家美”

“经过一系列申报推荐、审核把关程序，我

们已经评选出10户文明户，下面请文明户代
表上台领奖……”6月2日，高德街道高菜村委
开展文明户评比颁牌仪式，为评选出的陈汝明
等10户“文明户”颁牌。

“‘文明户’的牌子承载着一个家庭的荣
誉，很荣幸我的家庭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文明
户陈汝明高兴地说，自从村里开展“文明户”评
选后，街巷、小区更美了，居民群众更和谐了。

“我们围绕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家和邻睦、
道德素养、文明参与等内容开展评选，以评选

‘文明户’‘文明家庭’为载体，推进家庭文明建
设。”海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陶文静说，海城区
充分发挥“文明户”“文明家庭”的示范引领作
用，号召村民学习先进典型，争当“文明户”，以
小家带大家，推动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

此外，海城区以“乡村振兴”“家风家训”等
内容为主题，在赤西村主要道路两侧打造长达
2000米的墙体墙绘，让好家风、好家教润物细
无声。大力推动“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
积极开展阅读活动，以读促教、涵养家风。

该区在各行政村组织各类专业志愿服务
队，定期举办“欢乐闹元宵 和谐传家风”“清廉
家庭建设”等文艺汇演及文明实践活动，用群
众喜欢看、看得懂的方式，推动文明新风走入
千家万户。

近年来，陕西省丹凤县蔡川镇留仙坪村抢
抓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机遇，整合辖区红色历
史遗迹、农业生产要素、闲置公共资源和自然
生态资源，实现空间形态、产业发展、生态环
境、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乡风文明、乡村治理
的系统性重塑和综合集成创新。

深挖红色历史 还原红色印记

走进古色古香的留仙坪老街，沿着青石板
路前行，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黄泥墙、瓦屋
顶、木板门的传统民居。街道边，大炮、卡车、
战壕等接踵而至，让人感受到先辈们不畏牺
牲的革命精神；房屋外墙上，“团结起来，争取
更大的胜利”“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经验”等主
题彩绘图，昭示着这里曾经的峥嵘岁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的重要指示，丹凤县对辖区红色历史进
行深度挖掘，积极申报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经过深入调研和规划设计，留仙坪村围绕
建成美丽村庄和红色村庄，编制了《留仙坪村
乡村振兴示范村规划》《留仙坪村红色美丽村
庄建设方案》，明确要建成“全市一流全省前列
的红色教育基地、全市一流全省有影响力的干
部培训基地、国家4A级景区”的目标，充分挖
掘村中生态、文化的资源禀赋，将红色历史、红
色教育、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整合现有产业 实现融合发展

近年来，留仙坪村围绕“党旗红、生态优、

产业强、农民富、乡风好”的总要求，大力发展
村集体经济，培育红仁核桃550亩、油菜油葵
320亩、杂粮基地300亩，发展连翘、金银花等
中药材850亩，建设采摘大棚，种植大樱桃、冬
枣600株及各类蔬菜。同时，开办农特产品加
工作坊，注册商标2个，布展“山珍铺子”2家，
开通了直播带货和电商服务，杂粮面、核桃
油、调味品等特色产品走俏市场。2022年以
来，留仙坪村订单销售160万元，带动农户80
多人。

留仙坪老君河滋润着一河两岸，生态优
美，气候适宜，堪称“天然氧吧”。以此为基
础，留仙坪村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完成水毁河堤修复
300米，实施河道水生态修复2公里，修建拦
水坝 4 座，栽植芦苇 2 万多株，修建鱼塘一
座，修复农田灌溉设施1.3公里，打造水景观
4处。此外，村上对红色教育基地院内和村
庄路边、河边、产业基地周边实施重点区域
绿化，对1棵千年古槐进行生长环境综合治
理，新改造厕所 150 个。留仙坪村还大力推
进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因地制宜修建小竹园、小菜园、小果园、
小花园、小游园38处，沿路荒坡栽植连翘1
万株，推动荒坡绿化和群众增收有机结合。

“我们村新建产业路5条，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村集体经济转型成立公司，整合一二三
产业，建起17座采摘大棚，开办农特产品加工
作坊，建设休闲农业体验园，通过本地务工、
土地流转、发展业态等，人均收入由6000多元
增长到1.1万余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5万元
增加到50多万元，群众收入不断提高，村集体

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留仙坪村党支部书记马
继军说道。

拓宽发展思路 打造红色乡村

近年来，留仙坪村对可开发利用的国
有、集体、农户“三类资产”进行调查摸底，盘
活撤并搬迁后闲置的留仙坪中学、小学、乡
政府、供销社的楼房场院和村集体闲置厂
房、闲置农房，进行改造装修，建成了红色教
育基地、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旧址、中原北路
突围部队与陕南游击队会师广场、研学宿
舍、研学餐厅等，赋予经营功能，加速推进了
资源变资产、农房变商房。此外，村上引导扶
持在外人员回乡发展农家乐3家、民宿2家，
可同时接待 200人食宿、培训，并在红色教
育基地旁修建 1处蔡川镇留仙坪红色文化
体验园，在红色古街开办研学体验馆 3个，
随着培训、研学、旅游的发展，大棚、农田、村
庄变成了劳动教育、休闲体验的场所。

留仙坪村还围绕红色旅游、党员培训、学
生研学，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和业态转型，精心
培育吃、住、游、养、学、训“六类业态”，开发观
光游览线路，由村上成立留仙坪乡村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引进企业合作运营教育培训基
地，发展学生研学旅行。

“我们将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不断促进农民增收，在塑造
乡村形态、保护山水生态、培育新兴业态、
开发历史文态上持续发力，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红色美丽村庄。”蔡川镇党委书记陶刚
介绍道。

贵州开阳县紫兴街道：
推进垃圾治理
提升乡村“颜值”
开文

今年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紫兴
街道统筹协调、精准施策，坚持“四个到
位”，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提升乡
村“颜值”。

责任主体到位。制定农村“治垃圾”行动工
作方案，建立“班子包片、部门包村”负责制，确
定整治重点，明确整治任务，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各村将农村垃圾治理列入重要工作议
事日程，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共召开工
作调度会议3次，探讨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宣传引导到位。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村民
小组坝坝会等形式，广泛动员村民参与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发动群众，围绕农村生活垃圾乱
堆乱放、露天焚烧、收集站点缺漏等现象，形成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闭合管理机制。同时，加
大线上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网格微信群、QQ群
等宣传垃圾治理相关知识，营造“垃圾分类，人
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指导督促到位。指导各村制定、落实具体
工作方案，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村庄生
活垃圾自治等方面探索适宜本地推行的政策，
加快形成典型示范，总结经验做法，宣传推广
应用。建立“门前三包”责任制，制定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红黑榜”制度，将垃圾治理工作
纳入村规民约，村委对分类减量开展效果较好
的农户实行红榜公示，对分类减量开展效果较
差的农户实行一次提醒、二次警告、三次罚款，
并实行黑榜公告。

设施配备到位。组织辖区党员、大学生志
愿者等积极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引导辖
区群众自觉爱护环境卫生，参与垃圾分类。在
各行政村建立保洁队伍，保洁人员共计5人，
共设置清运车2辆、垃圾收集点94个，配备生
活垃圾收集斗80个，分类收集箱16组。

云南双江县千信村：
激活红色资源
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李佳敏

近年来，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
傣族自治县大文乡千信村在凝聚力量、构筑
精神家园和推动发展上持续发力，激活红色
资源，主动当好“澜沧江经济带”建设的排头
兵，走好以红色为核心、富美为目标的发展之
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打造红色引擎，凝聚奋进力量。充分用好
用活“双缅第一枪”红色资源优势，在尊重革
命历史、保护红色资源的前提下，通过向上争
取、对外募捐、自建自筹等方式，凝聚社会各
界力量加强载体创建，打造引领全村发展的
红色引擎。围绕高起点规划，科学合理布局，
积极向上争取红色旅游投资等一批红色发展
项目，投入90余万元先后修建并修缮了圈控
起义纪念碑、纪念革命先烈浮雕墙、议事亭、
浦家大院等一批红色建筑。目前，浦家大院被
临沧市委、市政府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千信
村获批市级文明村，红色资源成为推动全村
发展的新动能。

打造红色阵地，构建精神家园。以红色
历史为主线，广泛开展革命文物、革命文献、
口述资料的调查征集，深入挖掘红色史料，
赋予纪念碑、浮雕墙、议事亭、浦家大院、千
信村史室等生动革命故事内涵，积极打造红
色阵地，构筑全县干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淬
炼的精神家园，共还原革命遗址4个，收集
革命人物图片46幅、革命故事6个，历史物
件 27 件，形成了《革命老区大文乡资料选
编》《双缅第一枪》《圈控起义》等历史故事文
体，做到红色文化“有物可看、有事可说、有
史可依、有理可循”。

辽宁盘锦市兴隆台区:
举办文明家风建设
故事分享会

本报讯（辽文）近日，由辽宁省盘锦市兴隆
台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妇联在兴隆台区
文化馆小剧场联合举办的“传家训、立家规、扬
家风”文明家风建设故事分享会，吸引了众多
市民的热情参与。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吕清
江，辽宁省绿色家庭获得者盖美竹，市文明家
庭获得者冯卉莲、王维、张长旺，市最美家庭获
得者赵士玲、孙传英等分别讲述了他们的家庭
故事。

活动中的每一个最美家庭故事都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向在场观众传递着家与爱的力
量，彰显了家庭作为这个社会的最小细胞，却
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发挥着感染、温润整个社
会气候的大作用。故事分享会结束后，大家一
同欣赏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以此表达对党的浓
浓深情。

据了解，兴隆台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
妇联多年来持续开展“寻找文明家庭、最美家
庭”活动，积极弘扬家风家训家教，为传播家庭
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贡献了力量。活动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从细微处着眼，从
点滴小事做起，深入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家庭
创建活动。

江苏东台市时堰镇:
扎实开展
暑期青少年教育

本报讯（武桂成 侯爱进）7月5日，江苏省
东台市时堰镇五星村青少年道德教育校外辅
导站举办了道德教育辅导课，30多名返乡大
学生、高初中学生和留守儿童，聆听了校外辅
导员侯立新所作的道德教育辅导。

辅导中，侯立新针对青少年为什么要感
恩，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感恩祖国、社会、学校
和家庭的主题，用朴实的道理对青少年进行
教育和引导，要求青少年要珍惜现在的美好
生活，用一颗感恩的心勤奋学习，立志成才，
报效祖国。东台市政协常委、江苏苏东律师事
务所副主任、五星村法律顾问王春怀来到辅
导现场，给大家带来了精心准备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课件，进行未成年人法律
知识宣传。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讲解
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知识，呵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时堰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时堰镇将积极发挥“五老”优势，高
质量办好村级青少年校外辅导站，充分利用假
期强化青少年以德为先的教育，扎实开展“大
手牵小手”活动，促进青少年良好品德的形成，
让他们健康成长为社会有用之才。

7 月 7 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区龙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
织家庭医生团队走进浙江省南太
湖新区辛子精工集团公司，开展以

“医心为企 守护健康”为主题的义
诊活动，各科室医务人员为 130 多
名企业员工提供了健康咨询、心理
咨询、急救培训、中医理疗等相关
健康服务，进行合理用药和健康生
活方式指导。图为活动现场。

邓德华 摄

挖掘红色资源 打造美丽乡村
——陕西丹凤县蔡川镇留仙坪村持续深化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陕文

健康服务
进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