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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乡风的道德力量滋养古峡大地
——宁夏青铜峡市深化乡风文明建设

◎ 青文

陕西彬州市新民镇：多举措助推文明创建谱新篇
◎ 彬州文

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着广大农村群
众的幸福指数，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
峡市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抓好移风易俗，不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
切实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做到“富脑袋”和“富
口袋”同步推进。

抓学习、营氛围，培育淳朴民风。该市组
织镇村干部学习《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论述摘编》，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对
家风家教的认识和理解，增强青年婚恋观、家
庭观，在学习实践中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把
移风易俗宣传活动同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文
明村镇和文明家庭创建等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实践广
场、道德讲堂等阵地作用，通过大喇叭广播、
电子屏、短信、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发放倡议
书等方式，加大移风易俗宣传力度。在各镇主
次干道、广场等地方制作张贴“文明礼让”“邻
里和睦”“勤俭节约”“绿色环保”“助人为乐”
等各类公益广告360余条。同时结合理论宣
讲、文化惠民演出、志愿服务等文明实践活
动，引导群众破除陋习，树立节俭文明、健康

科学的新思想新理念。
多渠道、拓形式，倡导文明新风。广泛开

展“学礼仪、守礼仪”“十万家庭学礼仪”等主
题实践活动，在全市倡导“不随地吐痰”等

“十不”行为公约。成立文明劝导志愿服务队
28支，在集市、小区、交通路口广泛开展文明
劝导活动。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睦邻节、

“情暖意浓迎中秋 中华民族一家亲”等主题
活动，让困难群体感受到节日氛围和社会温
情；开展“‘爱心妈妈’情暖中秋 护航‘小树
苗’健康成长”活动，引导孩子们自觉传承优
良家风家教，共同营造重视家风家训的良好
社会氛围。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将文明
大讲堂搬到田间地头，开展文明餐桌、文明
礼让、平安出行等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
320余场次，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养成勤俭节
约，抵制婚丧事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不良
习俗，让移风易俗宣传入脑入心，让文明新
风吹遍古峡大地。

树典型、争先进，引领良好乡风。持续深
化“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开展“道德
模范”“移风易俗示范户”“最美家庭”“好婆
婆”“好媳妇”等先进典型选树活动。举办青铜

峡市身边好人暨新时代好少年发布会，评选
身边好人16人，新时代好少年10名，在全市
营造学习榜样、争做先进的良好氛围。举办

“浪漫七夕执手相约，移风易俗青年先行”青
铜峡市首届移风易俗集体婚礼，倡导婚事新
办，鼓励广大青年争做文明新风的“示范者”，
以实际行动扬新风、树正气。充分发挥各类先
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依托道德讲堂，邀请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积极宣传先进典型事迹，用
嘉言善行感召群众、垂范乡里，引导树立乡风
文明新风尚。此外，依托瞿靖镇家风家训馆，
开展现场教学体验活动42场，2300余名群众
接受教育。拍摄《出礼》《都是彩礼惹的祸》等
小品、短视频并广泛传播，编排移风易俗情景
表演唱《幸福新时代》，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文
艺演出23场次；持续开展“拍陋习 秀文明”随
手拍活动，利用电视台、古峡广场电子屏曝光
不文明行为、展示文明典型22期，为公民“做
最好的自己”提供指引。

建制度、立规矩，倡树文明新风。建立健
全“一约四会”制度，加大红白理事会培训，以
镇（街道）为单位对红白理事会骨干成员进行
集中培训15场次，培训骨干成员960余名。通

过召开村民大会、村民小组会、入户调研等形
式，结合各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群
众的风俗习惯，健全完善村规民约、道德规范
等规章管理制度，对红白喜事范畴、宴席准
绳、规模、人情随份子予以上限控制。引导群
众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3.6万余份，实现党员
干部签订承诺书全覆盖。教育农村党员干部、
各类模范、新乡贤带头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
指导者与推进者，自觉接受群众与社会监督，
真正成为树新风正气的典范，对不听劝诫大
操大办的人与事及时在道德“红黑榜”进行曝
光，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深入人心，红白事简
办蔚然成风。

重实践、常激励，引领文明风尚。积极发挥
“善行银行”“爱心超市”等作用，以“服务换积
分，积分换礼品”方式激励群众参与基层治理，
奖励在勤劳致富、环境卫生、移风易俗、志愿服
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村民，礼品涵盖食用油、
大米、卷纸、抽纸、牙膏等日常生活用品，进一
步提高群众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推动群众互
相监督、自我管理，促进民风转变，由“要我参
与”逐步转变为“我要参与”，形成人人参与、共
筑文明的良好社会风尚。

今年以来，陕西省彬州市新民镇不断深化
巩固省级文明镇创建成果，积极探索基层治理
和文明创建的有机融合，将精神文明建设、人
居环境治理等有机结合，全镇上下团结一心，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丰润的道
德滋养。

搭建文明实践阵地，拓宽服务群众渠道。新
民镇坚持“有场所、有队伍、有活动、有项目、有机
制”的五有标准，打造了新民镇“四室两基地一广
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阵地；各村依托党员活
动室、乡村大舞台、农家书屋、乡村大喇叭、健身
广场等现有活动场所和文化阵地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共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34个，实
现了文明实践阵地全覆盖，群众活动有去处。

精心培育特色项目，志愿服务亮点纷呈。
新民镇坚持项目培育，在志愿服务内容上由常
见的政策宣传、环境卫生整治向帮困扶弱、助
医助学、爱心捐赠、生态保护、法律援助、文明
实践等方面拓展，用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高

质量志愿服务项目引领实践，让志愿服务更接
地气、更聚人气。持续推进丰富群众生活、传承
非遗文化的“社火传承”项目及“习语润咸 彬彬
有理”文明实践宣讲活动；根据各村（社区）现
实需求，指导开展以“进小区、进企业、解民难、
暖民心”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实践活动为主题的

“心诚暖心”项目。汇聚党员、新乡贤、驻村工作
队、道德模范、机关干部、退休老干部、产业带
头人等各方力量参加志愿服务队，按照“月月
有活动、人人都参与”的要求，开展理论宣讲、
平安建设、交通劝导、普法宣传、文明创建、健
康义诊等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弘扬志愿
精神。

开展多样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新民镇立足文化惠民主旨，以满足群众文化需
求，增强群众精神力量为着力点，带动引领全
镇积极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在春节、元宵
节、“三八”国际妇女节、七一、中秋节等重要节
日组织开展送春联、文艺展演、戏曲进乡村等

系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举办了2023年“玉兔贺春闹元宵·颂党恩”
社火巡演活动，以及七一全民健身运动会；开
展“五团宣讲走基层 创新理论入人心”大宣讲
活动 20余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30余次，持续开展“习语润咸 彬彬有
理”文明实践宣讲活动。

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文明新风浸润人心。
新民镇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为契机，
坚持党建引领，规范建立村民自治制度。成立
新民风建设机构，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吸收

“五老”参与新民风建设，通过不断修订完善
村规民约，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
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等，更好推进移
风易俗工作。成立道德评议委员会，建立“红
黑榜”，召开道德评议会，围绕新风义举和不
良风气后进典型，“听”村民反映、“说”身边现
象、“论”是非对错、“亮”正反典型，“帮”纠错
转化，以群众自我教育的形式，引导广大群众

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见贤思齐，加强依法治
理。先后开展道德评议会150多场次，参与人
数8000多人，评出先进典型200多人。

突出道德引领，强化先进典型评选。新民
镇深入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深化文明家
庭创建活动；多层次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和“好公婆”“好媳妇”“好邻居”及“文明家
庭”“最美庭院”评选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评选出各类道德模范100多人，文明家庭、
最美庭院30多户，不断提升群众荣誉感和创
建积极性。此外，新民镇结合党委理论学习，组
建“新民镇宣讲团”，定期深入各村开展“道德
讲堂”专题理论宣讲活动。

接下来，新民镇将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
手，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全面加强理论武
装，深化拓展文明实践，精心培育特色项目，持
续推进移风易俗，全力打造“有诗、有远方、有
梦想”的精神家园。

青海海东市民和县李二堡镇：
“积分超市”

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
◎ 韩永虎

近年来，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李二堡镇以
“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为目标，
结合文明村镇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工作，
在山庄村、马莲滩村、寺尔庄村设立了“积分超
市”，通过“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的清
单制管理模式，让群众用付出得积分、兑商品、
赢肯定，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构建“共治共
享”乡村治理新格局。

强化党建引领，激发“积分超市”强大动
力。以全县文明村镇创建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建
设为契机，深入挖掘“积分超市”助推乡村振兴
的巨大潜力，把评选“民和好人”“文明家庭”

“文明村镇”等表彰活动与“积分超市”有效结
合起来，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关爱服务行动中来，以辛勤的
劳动和文明行为换取积分，以积分兑换日常物
品，教育引导广大群众不断养成文明生活习
惯，传递尊老爱幼社会新风尚，让“小积分”撬
动乡村“大文明”。

完善积分准则，推进“积分超市”规范运行。
不断完善“群众认可、务实管用、富有特色”的积
分标准，对村级公共事务进行具体量化，调动群
众参与积极性。同时建立健全物品动态补齐机
制，确保“积分超市”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运
行。成立由村党支部书记牵头，村“两委”班子和
村道德评议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积分评定工作
组，负责常态化入户走访、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积
分活动以及积分认定、考核考评工作，确保“积
分兑换”公正客观，通过积分兑换物品，将分值
转化为价值，用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

丰富载体内容，完善“积分超市”激励机
制。针对不同群体，结合实际分类确定积分内
容和评定标准，建立“正向加分、反向减分”的
评分体系，坚持文明新风“奖”、不文明行为

“罚”，把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移风易
俗、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纳入积分管理，灵活
设置积分评价分值，通过可量化的评价指标，
把村级事务与村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引导
群众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激活乡村治理
新动能。

下一步，李二堡镇将继续发挥“积分超市”
的功能，不断创新积分兑换模式、完善长效运
行机制，在全镇范围内建设完成“积分超市”，
充分调动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激发群众参与
文明实践活动、倡树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移风
易俗、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让“积分超市”成为集思想引领、道德教化、
行为规范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综合管理
平台，不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提升人民群众
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

今年以来，山西省沁源县灵空山镇
坚持学习和实践同步，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为载体，聚焦“民生、民心、民忧、民
盼”四个主题，分片区建立实事清单，不
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关怀群众，保障民生。围绕与群众利
益息息相关的环境卫生、医疗健康、饮水
保障、街巷管网等民生工程：东柏子村启
动污水管网改造项目，解决村内管道老
化、跑冒滴漏的问题；北沟村修建蓄水
池，铺设2000余米管网入户，彻底解决
全村300多口人的吃水问题；王庄村自
筹资金对村内背街小巷硬化改造，与驻
地企业多次协商道路环境卫生整治，由
原来的一天两次定时清扫和降尘提升为
早中晚三次，让村里“底子”更实，“面子”
更靓。

服务群众，情暖民心。好村、畅村、寓
仁、郡家沟等四村搬迁，不断扩大服务半
径，延伸服务触角，真正让群众搬得出、
过得好、有保障。置换县城18间门面，一
部分对外租赁，一部分自用办公，打造

“四村”党群服务中心和村民活动场所，
让村民“话有处说、事有人管”；和家政服
务公司合作，为村民提供技能培训和岗
位推荐，为群众协调解决就业问题；对四
村1100亩土地统一托管，让村民种地务
工两不误，修建6座“爱心大棚”，每周把
瓜果蔬菜送到县城，由“两委”(支部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干部分片发放，将党组
织的温暖送货上门。

贴近群众，排解民忧。上兴居、下兴

居、五龙川、第一川等村地处上霍线沿
线，近年来主干线损毁严重、过往车辆众
多，给群众出行带来较大不便和安全隐
患。在县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展
了村容村貌外立面专项整治，上兴居至
第一川15.5公里道路修复，为群众解决
了环境卫生和交通出行两大“烦心事”；
五龙川、第一川村种植的高山蔬菜品质
好、营养价值高，为进一步畅通销售渠
道，村党支部通过“合作社+农户”模式，
组织群众统一出口、统一定价、统一销
售，和康伟公司开展订单合作，有效带动
农产品销售，打造“高山蔬菜长廊”富民
产业；下兴居村流转580余亩土地发展
中药材种植，修建4000平方米晾晒加工
车间，解决村内20余人的就业问题。

深入群众，回应民盼。面对广大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镇党委协调
驻地企业、中心校实施教育教学质量提
升工程，太岳煤矿向柏子中心校、下兴
居小学捐赠40万元，为150余名幼儿、
小学生改善教学条件，提升教育质量；
杆子坪村投资400余万元，建设春秋棚
50座、冬暖棚10座，为群众提供就业务
工岗位30余个；东柏子村急民所急，投
资 30 余万元建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为村内老年人提供日间膳食、保健
康复、休闲娱乐等服务，打造家门口的

“幸福驿站”；庄则沟村依托资源优势，
引进社会资本发展庄园经济，高标准打
造“灵秀庄园”，带动村民发展农家乐增
收致富。

江西永新：
唱响移风易俗“三字经”

◎ 谢燕勇

近年来，江西省永新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为导向，发挥全县292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阵地优势，唱响“引、管、育”三字
经，扎实推动移风易俗落实落细，净化社会风
气，减轻群众负担，让文明生活蔚然成风。

播种文艺之花，“引”出移风易俗新共识。采
取乡村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文艺浸润感染、
影响改变百姓的文明观念。在春节、端午、中秋
等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们的村晚”、庆中秋文
艺汇演、文艺惠民书画培训等活动，编排移风易
俗的舞蹈、永新小鼓、歌曲联欢节目；结合各乡
镇实际，编排一首首顺口溜。莲洲乡文明实践员
陈二仔编排的一首红白新办顺口溜，在村里儿
童间广为流传，让新风教育从娃娃抓起；制定
《村规民约》和《乡风文明三字经》，在各乡镇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外墙喷绘村规民约和移
风易俗漫画，化身宣传战线“第一线”，让群众耳
濡目染，倡导婚丧嫁娶节俭新风。

倡导文明新风，“管”出移风易俗新风尚。
党员带头，建立“党建+移风易俗”工作机制，全
县党员干部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树立
节俭治丧、文明祭扫新风尚。通过“群众说、乡
贤论、榜上亮”等道德评议活动，遏制了讲排
场、比阔气等现象；2022年开展首届感动永新
人物评选活动，挖掘培育了40名群众身边的
先进典型，让老百姓学有榜样、做有标准；在全
县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专业打理红白事宜，
明确规定接亲车辆和桌数、礼金，避免了大操
大办和互相攀比之风。

开展文明实践，“育”出移风易俗新风气。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广泛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文明
祭扫活动，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文明祭
扫 绿色清明”文明实践活动，免费发放鲜花等
祭祀用品，鼓励引导干部群众在“落英网”上
实施文明祭扫。开展文明宣讲活动，开展移风
易俗主题志愿服务和理论宣讲活动，在微信
公众号“文明江西”“文明吉安”“文明永新”上
刊发各类报道，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听到党
的好声音。开展文明劝导活动，统筹各方力
量，充实由网格员、“五老人员”、乡贤能人、各
级好人、道德模范等组成的移风易俗监督员
队伍，通过干部夜访、田间宣讲等形式，让移
风易俗深入人心。

入冬以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结合高标准农田总体规划，抢抓冬修水利黄金期，全力推
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水利保障。图为12月10日，施工人
员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曹东村田间修建水渠。 王毛生 摄

山西沁源县灵空山镇：
“四个聚焦”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

◎ 薛克 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