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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内蒙古扎

兰屯大豆科技小院春播

“开犁”，来自内蒙古农

业大学的研究生在导师

及科技人才指导下进行

大豆、玉米新品种、病

虫害防治及绿色防控

等科研与实践，大力培

养“新农人”，助力乡村

振兴。图为当天，内蒙

古农业大学研究生在

大河湾镇尖山子村试验

田播种大豆。 韩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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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乡村旅游“一池春水”
——贵州天柱县文体旅融合激活乡村旅游活力

◎ 陈光昌杨桂金

潜移默化易风俗润物无声树文明
——青海西宁市彭家寨镇多措并举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

◎ 城西宣

在“五一”黄金周期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结合当地文旅资源，开展全
民健康跑、发豆腐非遗文化旅游周、功夫村“再
见江湖”乡村音乐会等活动，推出一批具有影
响力的文体旅旅游精品线路，以赛事促进旅游
消费。

文体赛事云集
点燃乡村活力

4月30日，天柱全民健康跑活动在天柱县
三十里水景长廊绿色健身步道鸣枪开跑，吸引
了来自全县的3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在
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同时还领略了花海民宿、半
岛公园、凤仪生态体育公园风光。

传承非遗，展现侗家风情。5月2日，“和美
乡村·人文汉寨”第三届民俗活动拉开帷幕，活
动为期4天，篮球比赛、侗歌大合唱比赛、斗牛

比赛等各项赛事依次举行，吸引了参赛选手带
着家人来旅行。大赛突出“赛事+旅游”特色，组
委会围绕赛事推出了各类旅游服务，为参赛选
手、游客提供了详细的石洞旅游景点推介和美
食攻略。

嘉宾汇聚，侗韵飞扬。同样是5月2日，天
柱县群众自发组织举行第一届侗族山歌大赛。
大赛组委会面向湘黔歌手发出邀请，天柱县内
外的30多支侗族歌队600多名民间歌手齐聚
县城金凤广场。歌队唱的是《侗家迈进新时
代》，吸引省内外无数游客前来欣赏、拍照、直
播，拉动城乡消费。

文体旅新业态
撬动消费增量

今年，天柱县打出“跟着活动去旅行”品
牌，参赛选手和观众游览当地美景，品尝当地

美食，感受文化魅力，体味乡村烟火气，激发消
费动能。

今年“五一”期间，渡马镇功夫村游会暨
“相约江湖”乡村音乐节举行。近 20 家售卖
三月粑、糊米油茶、儿童玩具、发光头饰等侗
家商户，在主会场溪边区域摆起摊位。在寨
门处江湖集结提重或摸高，获取功夫村洪
门师傅签名的通关文牒，开始一天的游园
活动；领取通关文牒后，到甘溪武侠世界闯
第一关——云顶学艺，即在功夫师傅的教授
下，学习练武的基本功扎马步。游客通关后，
在聚贤居力战群雄挑战扳手腕，在同心居文
韵墨香挑战问答，在功夫体验园百步穿杨参
与射箭，在广场健步如飞提水桶比赛，在桃
园酒肆笑傲江湖挑战划拳，在农耕体验区旁
的树边齐头并进手脚并用，在合约食堂侧鸿
运当头抛绣球。市民、游客参与互动，集玩乐
购于一体。

5月2日，邦洞街道赖洞村举行“千人长桌
宴”，篝火晚会、洗牛滩网红路看灯光等是此次
活动的亮点。村民、游客按照40元/人（本村70
岁以上老人、10岁以下儿童免费）的标准，依次
缴费就餐。出乎意料地超出了70桌的预算达
到了 240桌。接待人数 3000 多人，就餐人数
2000多人。

4月30日至5月1日，远口镇举办2024发
豆腐非遗文化旅游周活动，在滨江广场至码
头，设立了发豆腐、特色小吃、特色服饰等一条
街，集运动、文化、消费于一体，满足了龙舟邀
请赛队员、姑妈篮球队员、民歌大赛选手“赛、
食、购”一站式消费需求。

天柱打造文体旅融合新业态、经济新模
式，激发消费潜能、撬动消费增量、提升乡村影
响力。游客在旅途中享受文体赛事乐趣，赛事

“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留量”、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增量”，让乡村“跑得更快”。

近年来，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彭家寨镇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推进移风易俗为抓手，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对象化、分众化
宣传教育，将提升乡风文明与推进移风易俗相
结合，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树立积极向上
的价值观，实现乡风民风、人居环境、文化生活
美起来。

深化宣传引导移风易俗

长期以来，彭家寨镇富兴路社区注重通
过常态化宣传不断加深辖区居民对文明生活
新理念的认识，以3月“学雷锋月”为契机，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辖区楼院积极开展

“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志愿服务宣
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说教、发放宣传手
册等方式，向居民群众宣传厚养薄葬、红白喜
事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等
内容，引导居民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
新理念。

此外，彭家寨镇把推进移风易俗、提升文
明乡风作为文明创建的重点工作来抓，加大工
作指导督导力度，引导各村、社区大力宣传有
关婚丧改革的法律法规，宣传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移风易俗的积极意义，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红事新办、白事简办等正面典
型，曝光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反面典型，反对
和批评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通过
广播、板报、宣传栏、文化墙等多种方式宣传村
规民约，使群众低头抬头皆可见，潜移默化地
引导广大群众逐渐养成“爱党爱国、向上向善、
孝老爱亲、崇尚劳动、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的
良好行为习惯。

典型引领促进文明创建

彭家寨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树
和谐文明新风。镇党委把移风易俗纳入文明创
建工作全过程，作为各类典型评选的重要条
件，组织各村、社区党组织积极开展“文明村镇

（社区）”申报等活动，强化示范引领效能，使广
大群众在耳濡目染中加深对文明风尚的理解。
2024年，镇政府及辖区1个社区、3个村荣获
2022-2023年度区级文明村镇（社区）。

今年以来，汉庄村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阵地作用，依托村党支部党员、乡土文化
人才、“五老”人员等，组建以党员为主的3支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日常开展理论
宣讲、市民教育、文化、体育、科普、法律服务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17场，
300余人次参加，以学雷锋纪念日、妇女节为
主要时间节点，开展妇女权益维护知识讲座，
深化普法宣传。进一步深化移风易俗文明创建
工作，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清单
制”“红黑榜”，发挥好“一约四会”作用，将榜样
选树、人居环境整治和移风易俗相结合，每季
度更新1次“红黑榜”，推动村规民约从“软倡
导”变为“硬约束”。全镇党员干部示范先行，通
过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引导各级党员干部
带头破除陈规陋习，成为移风易俗的先行者，
推动党员干部严格家教家风，以优良党风引领
社会新风，成为移风易俗的践行者，引导群众
树立文明新风尚。

多措共治培育婚丧新风

在文明实践中破除陈规陋习、传播文明
理念、涵育文明风尚。“提倡不收彩礼（聘礼）、
不大摆筵席、不在凌晨午夜燃放鞭炮烦扰邻
里、不得乱埋乱葬……”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过程中，彭家寨镇晨光村党支部敢破敢立，广
泛征求村里老党员、群众代表等意见建议，经
过充分讨论，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实际内
容写入《村规民约》，成立由支部书记担任理
事长，村干部、寺管会主任及德高望重的村民
代表为理事会成员的红白理事会。在节假日
期间，组织新风文明劝导志愿服务队开展移
风易俗宣传活动，进小区入户，及时做好村民
的思想工作，倡导婚丧嫁娶一切从简。与此同
时，晨光村党支部发挥法治在促进移风易俗

工作中的作用，积极发动村里具有法律知识
基础的党员、群众代表，在广场、文化长廊等
村民聚集场地，教育引导村民树立婚育法治
新观念，做到喜事从俭办，传承厚养薄葬好习
惯。为进一步摒弃传统祭祀陋习，保护辖区生
态环境，在春节、春分、清明节期间，全镇在各
森林防火点安排工作人员向上山祭祀人员积
极宣传防火知识、倡导文明祭祀，提倡不焚纸
烧香，提倡少燃放烟花爆竹或不燃放烟花爆
竹，采取网上祭奠、鲜花祭奠等文明祭奠方式
替代传统祭祀。同时，为有效杜绝群众上山上
坟烧纸带来的火灾安全隐患，镇党委组织各
村“两委”人员，在充分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
基础上，对村民在坟头搭建的焚烧炉进行了
有序拆除，文明祭祀、文明扫墓新风尚不断得
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常态长效加强卫生整治

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集中清理环境
脏乱差现象，建设美丽乡村，让门前、村道净
起来，积极打造宜居环境。彭家寨镇将文明
城市创建和辖区环境卫生整治作为推进乡
村移风易俗的有效抓手之一，对村内村外、
大街小巷环境卫生进行积极治理。全镇各
村、社区党组织以每月“创建日”为契机，组
织党员、群众志愿者开展村、小区环境卫生
清洁行动，捡拾地面垃圾、清理垃圾死角、规
范非机动车乱停放……常态化开展巡察整
改，营造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彭家寨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的队员们以岗位职责为
己任，每日开展辖区城乡环境巡查，劝导占道
经营行为、修复国道沿线破损围挡、清除建筑
围挡乱张贴、深入村（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指导，净化市容市貌。彭家寨村党支部在春
季组织党员、群众开展“党员先锋行 植树添新
绿”主题党日活动，在小区道路旁、花园补栽、
种植树木，美化村民居住环境。全镇通过文明
城市创建行动，推动文明新风进万家，让文明
行为成为乡村共识、成为村（居）民行动自觉。

江西广昌县东营村：
“三讲三评”让乡风更文明

◎ 瞿广根徐维栋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尖峰乡东营
村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开展讲道德品行、讲身
边故事、讲为民解难，评先进典型、评社会风
气、评干部作风等“三讲三评”活动，以典型带
动家风民风持续扭转，绘就了一幅“党风正、人
心齐、民风淳、百姓乐”的锦绣文明画卷。该村
先后获评省级三星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市级
文明村、县级红旗党支部。

讲道德品行，评先进典型。该村以树立身
边榜样为准则，从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卫生环
保、热心公益、致富带富、移风易俗等方面细致
入微观察，采取个人自荐、党员举荐、村组推荐
相结合的方式，常态化开展乡风文明“六好户”
评选，深入挖掘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故事。先
后涌现出照顾瘫痪妻子十余年的“孝老爱亲
户”王方庆，长期接送老人看病就医的“邻里互
助户”徐凡，发展产业带动村民致富的“致富带
富户”吴广文等先进典型。同时，深入开展道德

“红黑榜”移风易俗活动，通过“红榜”正向激
励，“黑榜”反向鞭策，引导树立崇德向善的社
会正气。

讲身边故事，评社会风气。典型树起来了，
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关键。该村党支部依托

“莲乡新风讲评会”，每月在文化广场、小卖铺、
徐氏厅堂等群众聚集的地方，让乡风文明“六
好户”、道德“红榜”和“进步榜”人员现场讲述
自己的事迹，以身边人、身边事激发村民的“心
灵共振”。随着一场场身边故事的宣传，村里婚
丧办理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节俭养德等社会风尚更加浓厚，人情
支出负担明显减轻。先后有2名村民被评为县
级“孝心人士”，5户家庭获评县级“清洁家庭”，
6户村民践行“低彩礼”“零彩礼”嫁女。

讲为民解难，评干部作风。社会风气扭转
了，村民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也更容易得到解
决。东营村党支部创新建立了村民夜谈会制
度，利用村民晚上闲暇时间，干部群众“同围一
张桌”，用拉家常的方式，宣讲政策法规、收集
社情民意、共话乡村建设。破烂的路灯、损坏的
水渠、堆放的垃圾，一件件烦心事、操心事在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中被解决了。

2022 年至今，东营村共开展“村民夜谈
会”52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366件，激发了村
民参与文明新村建设的热情，群众精神风貌焕
然一新。

广西柳州市鱼峰区：
村规民约“约”出文明新气象

本报讯（谢永辉）“以前总说要红白事简
办，但是具体标准也没个定数，现在开会大家
讨论出一个统一的数字标准，以后大家摆宴席、
打红包心里就有数了……”近日，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鱼峰区里雍镇龙团村，镇村干部与
村民代表现场制定村规民约和红白事“五个统
一”工作法，按照村情“量体裁衣”，融合本村特
色制定移风易俗条款，让村规民约更“合身”。

据悉，鱼峰区发动里雍、白沙两镇的党员、
人大代表、星级文明户等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
诺书》，积极宣传村规民约，开展移风易俗村民
议事会，围绕“五个统一”工作法完善村规民约。
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村、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
等评比活动，形成榜样标杆效应，示范带动村
民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文明乡风的推动者。

近年来，鱼峰区坚持党建引领，将村规民
约作为推进移风易俗、破陈规除陋习的重要抓
手，发挥好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引
导村民摒弃农村红白事大操大办、高价彩礼、
奢侈浪费、盲目攀比之风，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

山西古县古阳镇：
“五个聚焦”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本报讯（薛克）今年以来，山西省古县古阳
镇紧紧围绕理论宣讲、文明实践、环境整治、文
化建设等工作，全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引导
群众讲文明、除陋习、树新风，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大精神动力。

聚焦宣传引导，营造乡风文明氛围。古阳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机关干部、志愿者深
入各村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惠农政策、乡村振
兴等专题宣讲20余场（次），让党的创新理论
在基层一线落地落实。聚焦文明实践，厚植乡
风文明底蕴。各村运用积分制等方式，认真落
实2024年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任务清
单，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0场次，广泛开展

“最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评选表彰活动，大
力倡导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聚焦文
明新风，培育乡风文明风尚。古阳镇不断推进
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机制建设，通过现场
讲解、集中宣传等方式，积极推广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余事不办。聚焦环境整治，展现乡风文
明新颜。以创建国家卫生乡镇为契机，古阳镇
组织机关人员、志愿者、村干部深入白素村等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对路边杂草、垃圾进
行全面清理，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创建工
作。聚焦文化建设，展示乡风文明风采。各村组
织文艺小分队、文化能人等文艺骨干，开展各
类文艺汇演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

“文化大餐”。

安徽太湖县汤泉乡：
厚植文明新风

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 黄德丰

近年来，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汤泉乡精
心安排、精准施策，扎实开展文明创建工作和
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治理工作，
培育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醉美汤泉”品
牌越擦越亮。今年3月，汤泉乡被评为“第六届
安徽省文明村镇”。

近年来，汤泉乡苗石村推行环境卫生“门
前三包”责任制，通过“包卫生、包秩序、包绿
化”的方式，将村内环境卫生整治任务落实到
每户村民头上，通过奖励的方式激发村民参
与的积极性。为保证“门前三包”责任制能落
到实处，苗石村“两委”每年从村集体收入中
拿出数万元购买各类日常用品，对“门前三
包”责任制落实得好的农户进行奖励，同时每
月随机上门抽样检查，根据检查结果现场决
定是否奖励。从当初的“要我整治”变为“我要
整治”，现在家家户户都是“美丽庭院”。通过

“门前三包”，带动了汤泉乡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形成比学赶超、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如今
汤泉乡的人居环境工作走在了太湖县前列。

据村民介绍，刚开始，大家基本上都是冲
着“门前三包”责任制的奖励去的，后来慢慢
变成了“面子账”，卫生搞不好，自个脸上都挂
不住。现在，家家户户都干干净净，“面子”“里
子”都有了。

村容整洁、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是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必要抓手。苗石村老屋组居民李辉与张敏
在2024年1月份刚举办完婚礼。婚礼前，两位
新人主动抵制大操大办和铺张浪费，做起了勤
俭节约的践行者，树立了婚事简办的文明风尚。

“在办婚礼之前，我们到村里进行了报备，
作为新时代青年，要用实际行动破除陈规陋习，
带头移风易俗，不大操大办婚宴。”张敏说道。

据介绍，近年来，汤泉乡一直将文明创建
工作和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汤泉乡重点工作，
坚持顶格推进，每月一考评，充分利用“一约
四会”、乡村振兴夜校、村组会议、文艺宣传小
分队等形式，强化宣传引导，提升群众文明创
建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