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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春艳）今年以来，青海省甘德
县江千乡紧紧围绕州委“一统领四推进”总
体思路和县委“七大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带
领全乡各族群众共同行动，以“三个到位”扎
实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工作走深走实。

思想认识到位。江千乡始终坚持把推进
新时代乡村治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全乡
上下营造“你我共建、你我共享”的浓厚氛
围。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
作用，采取党员干部带头参与乡村治理，尤
其是在突发事件处置上实施了党委吹哨、全
员报到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工作
的能力水平。

责任落实到位。采取“网格管理、定人定
责、区域到人、层层落实”工作模式，以“定人
员、定职责、定地段、定时段”的“四定”卫生整
治责任制为抓手，建立“驻村干部+村‘两
委’+环卫工+党员+村民”的工作模式，将责
任落实到村级每一个人，加大日常巡查力度。

阵地建设到位。在各村党群服务中心，
建立了群众接待室、矛盾纠纷调解室和民情
会客厅，把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解决涉
法涉诉、矛盾纠纷调处、信访事项办理等的
服务综合体。

本报讯（祁国寿）一面鲜红的党旗做背
景，一顶普通的帐篷做课堂，牧民群众席地
而坐，一场别开生面的“帐篷党课”近日在
青海省玛沁县当洛乡格雅村开课。此次“帐
篷党课”主要针对部分牧民住地偏远、群众
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问题开展
送学，打通牧区“送精神+送政策”学习教育

的“最后一公里”。
“在“帐篷党课”上，宣讲干部围绕讲好党

的基本惠民政策这本“教科书”，上好民生保
障这门“必修课”，通过全面梳理在落实惠民
政策中牧民群众对政策理论掌握不实、办事
流程掌握不精等问题，紧紧围绕雨露计划、低
保申请、落户政策、信访条例、生态保护、义务

教育、就业保障、疫病预防、民族团结、小额信
贷、扫黑除恶、精神文明等方面展开宣讲，把
普通惠民政策变成“鼓劲话”“贴心话”，用贴
近牧区实际的课题、鲜活具体的事例、朴实亲
切的话语，摆脱了“填鸭式”生硬灌输，增强了
授课的针对性，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
选动作”更出彩，深受当地牧民群众欢迎。

本报讯（李小英）“这是我用积分兑的
洗发水，品质不错，洗得干净，味道也好。”

“再攒一些积分，我就可以换一把小铁锹
了，正好家里有需要。”走进青海省海东市
乐都区雨润镇各村的“积分超市”，货架排
列井然有序、种类丰富，前来兑换商品的村
民络绎不绝。

为促进基层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激
发村民积极参与村庄事务，海东市乐都区
雨润镇试行乡村治理积分制管理，重点围

绕移风易俗、人居环境整治、精神文明创
建、社会治理等几大类别建立积分体系，构
建全民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工作格局。

据了解，雨润镇“积分超市”运营资金
由各村集体经济支出，村民通过参加村里
组织的日常志愿活动积攒积分、兑换商品。
各村通过一日一记录、一月一审核、一季一
公示建立管理台账。村民除了当月兑换奖
品要扣除相应积分外，也可进行积分累计，
年终凭全年累计积分兑换奖品。村里按照

常住户数的30%设置奖励名额，对年度积
分排名前五的家庭颁发“年度乡村治理示
范户”门牌，并给予一定奖励；对高积分家
庭在村级公益性岗位等方面优先安排，在

“五星级文明户”“绿色家庭”“美丽庭院”等
各类荣誉表彰中优先推荐。随着“积分超
市”建立运行，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不断提
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
我监督的能力不断增强，积分制成为助推
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本报讯（郭德虎）近年来，青海省班玛县
结合农牧区发展实际，从农牧区乡村本位出
发，通过深入推动“乡村旅游+”，走出一条
巩固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堡垒、推动乡村崛起
的可持续路径，实现了村党组织从“没钱
抓”到“有钱抓”，群众凝聚力显著提升，村
集体经济成效更加明显，助推乡村振兴驶入

“快车道”。
乡村旅游+红色资源。班玛县深度挖掘

红色资源的潜力，在坚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
下，将红色精神传承教育基地旅游景观、绿
色生态自然景观和金色民族团结创建和谐

人文景观结合起来，先后修缮建成红军亭、
红军桥、红军寨、红军墓、红二四方面军临时
指挥所、青海省长征精神传承教育文史馆、
长征公园等一大批红色景点，相继出版一系
列红色书籍，形成一套以“瞻仰一次圣地、净
化一次心灵、挖掘一种内涵”等为主的“十个
一”现场教学精神大餐，创作展演了一批红
色文艺作品，为开展主题教育、党员教育培
训、红色文化旅游等提供了优质资源，从而
带动红色基因传承和乡村旅游发展，点燃乡
村振兴的红色引擎。

乡村旅游+四方合作。近日，青川毗邻三

州四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建设工作在班玛县启动，达成了“党建共建、
产业共兴、资源共享、平安共建、和谐共创、
生态共护、文化共育”的合作共识，同时还签
订了一系列框架协议。其中，旅游合作框架
协议重点就联合打造青川毗邻地区（班玛
县、色达县、阿坝县、壤塘县）旅游精品线路，
深入推进青川区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在
资源共享、线路互推、精品共构等方面进行
深化合作，四方将以合作共建的方式，共绘
乡村振兴旅游业“兴”画卷。

乡村旅游+特色产业。近年来，班玛县以

村强民富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质
量效益为中心，深入挖掘各村自身潜力，科
学谋划产业项目，先后建成藏茶加工厂、羊
肚菌种植基地、芫根加工厂、乳制品加工厂、
黑青稞炒面加工厂、根雕加工厂等，营造出
村村有产业、村村有特色、村村有活力的发
展局面。近日，全县各村特色产业迅速在“三
色班玛生态文化旅游季”中抢占先机，纷纷

“出圈”亮相，通过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把农产品变成礼品，发挥产业融合发展
的乘数效应，提升了乡村资源价值，拓展了
农民致富路径。

山西省阳曲县西黄水村是“山西省文明
村”，也是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美丽休闲乡
村”。近年来，该村紧抓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
不仅在人才、文化振兴方面成效显著，在兴产
业、强基础方面的工作也是可圈可点，村民切
实体会到幸福感、安全感、满足感。

文明引领新生活

8月14日晚8时许，在阳曲县西黄水村大
戏台前，欢快的锣鼓声响彻夜空，优美的舞蹈
吸引全村百姓围观，西黄水村第十五届奖励
大学生表彰先进个人暨工作汇报大会在这里
热烈举行，把一年一度的古庙会系列活动推
向高潮。

西黄水村从2009年开始，设立了锦绣才
子助学基金会，连续15年对考上二本以上的
大学生进行资助奖励；自2012年开始，每年六
月二十六日要举办“孝文化节”，请全村200多
位70岁以上老人聚会，义诊、体检、聚餐、听
戏；对全村每年涌现出的好媳妇、热心公益村
民进行表彰。关爱“ 一老一小”奖金总额近29
万元，绵延数千年的德孝文化在西黄水村展现
出时代光芒。

该村红白理事会还制订村规民约，依法规
范的管理制度和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让红白事
宜限制了桌数，实现了不大操大办不浪费。“中
国好人”、村主任刘宝荣率先垂范，嫁女酒席仅
两三桌，且是亲属参与，引领全村移风易俗蔚
然成风。

改善基础更宜居

从2017年起，西黄水村按照村两委制定
的发展规划，年年对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2022 年，借石太高铁沿线环境综合治
理工程之机遇，西黄水村对全村人居环境
进行历史性大改善，大街小巷铺设下水管
道，新建污水站，使全村排污顺畅；大街小
巷硬化；生活垃圾均是分类收集处理，全村
改厕 420 户；农业废弃物资按种类收集利
用，秸秆还田，做到村内无垃圾、无异味，田
野无杂物；“四好农村路”四通八达，沿线公
路两侧全部绿化，种植风景树、花卉，特别
是东西山1.5公里过村旅游公路成为特色景
观大通道……

为保持良好的村容村貌，该村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分片区、网格化管理，配备卫生保洁、
村容村貌管护人员，村内大街小巷干净卫生，
车辆没有乱停乱放。

大兴产业富乡亲

结合村情，西黄水村利用优势搞活土地资
源，大兴产业发展。5500亩耕地是西黄水村最
大资源，其中有3000亩高产良田。西黄水村连
续多年抓住大农业，增加新产业，集社会资金
建成1350亩玉露大梨园、140亩草莓园、300
亩葡萄采摘园、400亩经济林、2座日光温室大
棚，不仅带动20多户村民就近务工，还为西黄
水村创建美丽休闲村庄增添一大亮点。2022
年底，全村村民户存粮万斤，人均纯收入超万
元，同比增长0.5%。亮丽的村庄、丰富的农副
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土特产品不愁卖了，农
家乐、民俗客栈也火起来了。

2023年西黄水村还要办四件大事：修通
穗华物流至108国道的快速旅游通道，9月底
完成；引资新建占地面积200亩的现代军事国
防教育基地和占地5亩的文旅基地；打造攻打
风格梁的红色支前路，筹建村史馆；撰写一部
村志。

四川旺苍县：
“人情减负”
助推移风易俗

◎ 旺苍文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四川
省广元市旺苍县近年来一直在行动，2017
年、2022年先后组织开展全覆盖移风易俗
大调研2次，通过深入走访找准病因、对
症下药，在治理乱办酒席、铺张浪费等方
面取得一定成效，将群众从人情负担中解
放出来。

旺苍县将当地有筹办红白事经验的
乡土人才吸纳为红白理事会成员，并将村
社干部培养成红白事筹办能手，引导他们
服务于当地婚嫁丧葬事宜，大力推行绿色
婚礼、旅游结婚，提倡鞠躬默哀、播放哀乐
等简易祭奠方式。还印发节俭操办红白事
10条倡导性标准，明确要求不操办满月、
生日、升学、参军、乔迁等酒席，并对其他
红白事办理给出倡导标准，针对部分群众
试探“红线”，各乡镇采取上门劝说、召开

“大操大办吐槽”大会、畅通举报渠道、向
事主所在单位发送建议函等方式有效遏
制“无事酒”。2017 年首次调研明确了滥
办乱办酒席、大额人情礼金、重金厚葬等
专项治理重点，并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以及村（社区）对党员干部开展谈心谈
话，纠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签订拒绝

“无事酒”承诺书 30000 余份。据 2022 年
大调研反馈，全县“无事酒”同比2017年
下降78%，平均礼金从300元-1000元下
降至200元-500元。

旺苍县通过最美家庭、文明家庭、星
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引导群众孝老爱
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将移风易俗纳入
文明新风积分制度管理，激发移风易俗新
活力。还通过宣讲活动、设置红黑榜等措
施树立新风尚典型，披露反面典型，先后
收集葬礼不收礼金、嫁女不收彩礼、主动
拒绝参加“无事酒”等典型案例20余起，
常态化开展先进典型报告会等，为移风易
俗推进创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引领了红事
新办、白事简办的新风尚。

陕西旬邑县张洪镇：
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讯（旬邑文）今年以来，陕西省咸阳市
旬邑县张洪镇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建设
文明村镇的着力点和突破口，聚焦工作重点难
点，不断提升乡村颜值，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该镇采取大喇叭“硬核”喊话、小喇叭走街
串巷反复宣传、悬挂横幅营造浓厚氛围、宣传
车深入村组传播声音、镇村干部上门入户说服
教育等形式，广泛宣传改善人居环境的重大意
义。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了两支
环境卫生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突击队，深入各
村带动群众攻坚克难，解决各类疑难杂症。他
们还将21个行政村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
制定不同整治标准。对基础较好的西头、高坪，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高标准实施村容提升工
程，为该镇树榜样；对基础一般的村，按照整村
推进、整村过硬的思路，实现村容村貌大提升、
大变样；对环境脏乱差的薄弱村，集中人力财
力由点及面、逐户整治、逐街突破，确保环境整
治有改观。

近日，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龙台镇德山
村“文明新风超市”，聚集了不少村民，他们有
序地排着队，准备用自己平时的文明行为换来
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现场十分热闹。

“我把家里的厨房、卧室、卫生间的环境卫
生打扫干净，同时还积极参加村上组织的各种
活动，村干部就把我这些行为记录下来，换成
积分。今天我用这些积分兑换了鸡精、洗衣粉
等生活用品。”龙台镇德山村村民罗国碧高兴
地说。

今年，龙台镇德山村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
模式，创新建立“文明新风超市”，开展文明积

分兑换活动，将积分制与村级事务、村民利益
联系起来，把乡村治理方式由“任务型”转为

“激励型”，唤醒群众的主人翁意识，绘就文明、
幸福的乡村新风貌。

笔者看到，“超市”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标注
分值的各类生活用品。村民通过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等方式，达到考核标准后获取积分，凭
积分就可以在这里兑换商品。

据悉，“文明新风超市”积分以“培养好习
惯 弘扬好风气”为基本，以“三基础（爱国、爱集
体、爱家）+四提升（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环境
卫生、勤劳致富）+两清单（正面清单、负面清

单）”三个方面为基准，以申报加扣分细则为依
据，量化、细化进行评分。

“村民只要积极参与村上组织的活动，我
们都要给他计分；把自己家里的卫生搞好，我
们也给他计分。计分的方式涉及方方面面，这
都是为了鼓励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龙台
镇德山村党总支副书记罗有兵介绍道。

“小积分”撬动“大转变”。龙台镇德山村通
过“村民攒积分、支部开超市”这一活动载体，为
群众打造存储文明的“银行”，引导群众转变观
念、弘扬文明新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
理新格局，让乡村有颜值更有“分值”。

青海班玛县：

“旅游+”助推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青海海东市乐都区雨润镇：
“积分制”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

青海玛沁县当洛乡:
“小帐篷”打通学习教育“最后一公里”

青海甘德县江千乡：
以“三到位”
推动乡村治理

山西阳曲县西黄水村：
文明创建

提升村民幸福感
◎ 薛克

四川广安龙台镇德山村：“小积分”汇聚“大文明”
◎ 刘一胜蔡世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