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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港市镇隆镇
关爱老年人服务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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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润心 乡村向美而行
——青海共和县持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 樊永涛

安徽怀宁县小市镇

“四情工作法”蹚出基层治理新路子
◎ 钱续坤刘舰宇

今年以来，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小市镇以
居民需求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健全
服务网格，整合社区资源，围绕“访民情、话感
情、透温情、育风情”主线，创立“四情工作法”，
引导居民群众主动融入社区治理，蹚出基层治
理新路子。

进村入户“访民情”。小市镇定期开展大走
访活动，以“进万家门、知万家情、办万家事、解
万家难、暖万家心”为宗旨，组织镇、社区干部
30余人下沉村民组，织密包保网格，上门询问
养老、住房、就业、教育、交通出行、看病等存在
的问题。按照“边走访、边梳理、边解决”的思路，
现场答疑解惑，对于当场不能解决的问题，统一
进行汇总登记、分类建立问题清单，明确落实责
任人和销号日期，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问题反
复，确保居民诉求得到及时落实。

田间地头“话感情”。小市镇在全社区39个
居民小组成立“四人小组”协商委员会，由一名
党员代表、一名网格长、一名居民小组长、一名
居民代表组成。依托“四人小组”广泛的群众基
础和较高的公信力，组织群众利用夜晚空闲时
间开展“乡村夜话”活动。几条板凳、一张桌子、
镇村干部、“四人小组”和十几个居民围坐成一
圈，商量组内的大小事宜。鼓励群众畅谈心中所
想所盼，共同擘画和美乡村美好愿景，协助调解
矛盾纠纷，广泛收集社情民意，为居民公约修
订、环境整治、乡村振兴发展等问题提出“金点
子”。截至目前，该镇共开展“乡村夜话”22次，
收集社情民意43条，协调矛盾纠纷52件，为群
众办成污水管网修建、村组道路修缮、文旅设施
建设、和美乡村建设等实事27件。

以人为本“透温情”。小市镇暖心关爱“一老
一小”，将老年学校办到“家门口”，设置书法、绘
画、广场舞、健康养生等10余种课程，为老年人
提供了学习、交流、娱乐的平台。老年就餐点距
离党群服务中心不到200米，为老人提供早午
餐助餐服务。设立医疗保健室、休闲娱乐室、休
息室，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服

务，签约家庭医生定期上门开展疾病康复、安全
用药指导工作，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乐。打造“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儿童友好书
屋1个、儿童室内外游乐区2处、自主学习教室2
处、农耕研学体验区2处，适儿化改造后共开展
儿童关爱服务活动12次。吸纳辖区内志愿者力
量，开办“行知学堂”，帮助居民解决暑期孩子独
自在家、生活无人照料、学习无人辅导等问题。

成风化俗“育风情”。小市镇积极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夏祠组耕读传家孝道文化
及唐婆岭文化中乐善好施的典型案例，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组织村民召开移
风易俗座谈会，就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
养等突出问题进行探讨。组织修订村规民约，将
移风易俗内容纳入其中，制定红白喜事办理标
准，完善红白理事会制度，开展身边好人、文明
家庭、星级文明户表彰等活动，不断健全乡村治
理体系。将移风易俗纳入文明超市积分管理制
度中，通过兑换物品，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移风易
俗带来的好处，让移风易俗从“被动遵循”变成

“村民主动”，引导村民争做文明新风的参与者
和践行者。

青海湖之南，共和盆地，文明乡风拂面，美
丽乡村入画。近年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县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文明乡风作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以积分制、村规
民约等工作为抓手，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农村居民精神风貌进一步提升，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注入了澎湃的
精神动能。

巧用“积分制”
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尚

在共和县沙珠玉乡上村，时常上演着一场
场别开生面的“文明积分秀”。村民通过参与乡
村治理、弘扬文明新风获得的积分奖励，可以在
积分超市兑换心仪的生活用品。在积分兑换活
动激励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志愿服务行列，
用实际行动弘扬着文明新风。

“我已经用积分换取了毛巾、洗衣液、牙膏。
以后我要更加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各项活动，
争取拿到更多的积分，换到更多的物品。”村民
德吉措毛说。

近年来，上村积极探索积分制管理模式，设
立积分超市，围绕乡风文明建设、人居环境整治
等内容设置各项明细，从群众参与善行义举、义
务出工、移风易俗等方面进行积分奖励。

上村党支部书记南太说：“‘积分制+积分
超市’模式运行以来，不仅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
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了邻里之间相
互学习、共同进步，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
大变化，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显著提高。”

上村是共和县以“积分制”推动乡风文明的
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共和县委宣传部以实用、
实惠、实效为原则，广泛征求意见，研究制定相

关实施方案，形成移风易俗、环境卫生、组织建
设、文明实践、公益美德、表彰奖励、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7大类13条细则的积分管理制度，持续
激发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活力，实现“让我干”
向“比着干、争着干、主动干”的转变。同时，创新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驿站，设置专门的
积分兑换区，由专人负责整理、发放、记录。同
时，发放积分兑换手册4000余册，下发《共和县
在乡风文明工作中进一步推广运用积分制的指
导意见》，鼓励引导全县12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结合实际开展积分兑换，进一步提高群众
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村规民约
“约”出文明乡风

走进共和县龙羊峡镇后菊花村，随处可见的
文明宣传标语与干净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院
落等相得益彰，淳朴的民风、和谐的邻里关系令
人印象深刻，感觉阵阵“和美乡风”拂面而来。

近年来，后菊花村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培
育文明乡风、加强基层治理、推动移风易俗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坚持以民风带乡风。

“提倡移风易俗、勤俭持家、厉行节约……”
为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今年4月，后菊花村结合本村实际，创新编
写了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六提倡六禁止”，将
村民日常关心的话题融入其中，既简单明了、
又深入人心，在润物无声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提质增效。

近年来，后菊花村把新时代文明实践贯穿
于乡风文明建设全过程，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为主线，以村规民约为重要抓
手，坚持自治、德治、法治有机融合，立足实践、

多措并举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大力弘扬文
明新风，着力绘就环境美起来、乡风淳起来、村
民富起来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助推乡村振兴。

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们连声称赞：“有了
村规民约，大家共同维护村内环境，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居住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
越幸福了。”“我们村的好人好事多了，矛盾纠纷
少了，邻里关系也更和谐了。”

在村规民约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如今的后
菊花村，文明风尚、良好家风已经镶嵌在村里的
一步一景，绽放于村民的一颦一笑。村容村貌的
大变样，彰显着村民转变观念、树立新风、携手
建设美丽家园的共识和成果，亲善友爱、孝老爱
亲、诚实守信的文明新风正吹入千家万户。

不仅是后菊花村，为激发乡村善治内生动
力，共和县积极推进村规民约的修订和完善，将
婚丧嫁娶简办、禁止铺张浪费、倡导尊老爱幼等
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并与每位村民签订承诺书。
通过制定红白理事会管理规范，对村民红白事
活动进行规范引导，避免形成大操大办、相互攀
比等不良风气。此外，镇村两级干部积极发挥带
头作用，在自家婚丧嫁娶等事宜上率先垂范，带
动全镇群众共同践行新规，形成了规范约束与
群众自觉相结合的良好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共和县不断拓展文化活动载体，积极组织乡
村文化活动，结合当地传统文化特色，开展社火
会演、射箭比赛、农村电影放映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活动。同时，开展“好家风”“文明家庭”等评选
活动，对在移风易俗方面表现突出的家庭进行
表彰奖励，激发村民参与文明创建的热情。在文
艺活动与精神鼓励的双重作用下，全县逐渐形
成了“爱学习、讲道德、重礼仪”的文明乡风，村
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为更好地发挥老年体育在促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着力打造“韵”动昆仑、“健”美乡村老年体育品牌，
以老年体育促进老年健康，以老年健康助力乡村振兴。图为近日昆仑镇的老年人在淄川区体育公园表演手杖操。 闫盛霆摄

本报讯（谢东杏）连日来，广西贵港市平
南县镇隆镇党委联合贵港市自然资源局、爱
心企业和志愿者到各村开展慰问80岁以上
长者活动，并邀请专业医生为老年人开展健
康讲座，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需求，为100
多名老年人送去温暖和关爱。

近年来，镇隆镇党委以“党建引领、养老
敬老”为宗旨，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以“党建+服务”为抓手，积极整
合资源，提供多样服务，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幸
福感和安全感。

“大娘，血压药要记得按时吃。您平时一
个人在家，要多注意安全！”“大爷，幸福饭堂

的口味是否适合您？饭堂的菜品您有什么建
议？”“阿姨，您的年龄可以申请高龄津贴，我
帮您办理吧！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该镇党
委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依托各网
格“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组建一支由
党员、网格长、医护人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
组成的暖心服务小队，针对居家养老高龄老
人等特殊困难老人，成立老人关爱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定期走访、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和现实需求，大力开展政策知识普及、安全隐
患排查、防诈骗宣传、矛盾纠纷化解、健康体
检等多项关爱服务，引导老人树立正确的健
康观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街头巷尾整洁有序、农家小院幽静雅致、
虾稻田里稻黄谷香……穿行于湖北省潜江市
浩口镇，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清爽。

“过去垃圾‘随手扔’，一到夏天臭烘烘；
现在垃圾有了‘家’，专人清运不落下；人居环
境大改善，村民心里乐开花。”说起镇里的变
化，居民们喜笑颜开。

今年以来，浩口镇坚持在乡村内涵和外
延上“精耕细作”，不断优环境、兴产业、育人
文，针对人居环境重点、难点问题精准发力，
着力解决了一批环境卫生突出问题。

在浩口村7组，笔者看到，挖掘机正在清
理建筑垃圾。该镇党员干部同步下沉，积极动
员环卫清洁员、志愿者以及群众加入到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队伍中，党员带头、群众参与，
人力为主、机械为辅，聚焦辖区内环境整治短
板，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围绕村居主干道、房

前屋后、坑塘水面等重点场所，上足人力、机
械，对生活垃圾、沟渠杂草、瓜蔓等进行集中
清理、深入整治，推动人居环境精细化管理水
平全面提升。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率，该镇积极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引进合作社推出秸秆免费打捆离田服务，
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能变“废”为宝。

“水稻收割后的三四天里，我们会带着
秸秆打捆机再来田里穿梭，将田间散落的秸
秆收集起来。”杨雄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杨维军介绍，散落的秸秆经过收拢、压实、打
包，变成一捆捆方正的“秸秆包”送回合作
社，再运往省内外的养牛场，有效避免了环
境污染和焚烧隐患，促进环境质量改善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助力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
丰收。

本报讯（唐芸芸）“公厕的臭味消失了，苍
蝇、蚊子也不见了……”最近，江苏省江阴市
长泾镇泾东村陈典桥自然村村口的公厕在修
葺一新后重新投入使用，公厕面貌焕然一新，
这让村民张良脸上笑开了花，“之前是堵了又
修、修了又堵，反反复复已经好几回了，这次
的彻底改造让大家‘方便’更舒心。”

泾东村村委干部夏磊告诉笔者，陈典桥
村大约有130户人家，村民600人左右。公厕
位于主干道礼新路的路边，除了进进出出的
村民会使用，还有不少过路司机也会在此停
车“方便”，时间长了以后，公厕的环境越来
越差，大家都盼着相关部门能够对公厕修缮
翻新。

今年6月，“市长在线·民声留言板”收到
了该条诉求。根据诉求，泾东村村民委员会第
一时间找来施工队前往现场查看。为了让村
民们“方便”更舒心，整修工程更多地关注到
了公厕的“里子”问题。“对公厕内的管道进行
了全方位检查，发现多处管道已经破损。”夏
磊告诉笔者，经由这次检查，公厕因屡通不畅
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改
造一新的公厕粉刷了墙面，铺上了防滑地砖，
外墙上还贴上了公厕服务公约、公厕管理公
示牌。目前，老厕换新颜工程已全部完工，村
上还安排了专人对该公厕进行定期清扫和养
护，确保公厕干净、整洁、无异味，为周边村
民、过路司机提供良好的如厕环境。

本报讯（蔡霞）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信州
区茅家岭街道塔水村开展了一场“法律顾问
进村居，法律服务零距离”主题活动，特邀资
深法律顾问深入村庄，面对面为村民解读村
规民约，以法治之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走深
走实。

现场，法律顾问逐一解读了塔水村村规
民约的各项条款，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各项规定的法律依据、目的意义
等。特别是在婚丧嫁娶习俗方面，鼓励村民
树立文明新风，抵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
不良风气，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
费观。村民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他们

对村规民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近年来，塔水村从环境卫生保护、邻里关

系和谐、婚丧嫁娶习俗、土地资源利用等多个
方面，结合本村实际，对村规民约进行了规
定，逐步形成了与新时代乡村要求相适应的
文明新风尚，有效促进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助
力乡村振兴。

“村里的村规民约得到了村民们的广泛
认可。现在，塔水村的婚丧嫁娶习俗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村民们开始追求简约、文明、健
康的婚俗礼仪。一些村民还主动参与到环境
卫生整治活动中来，使得村庄的环境面貌焕
然一新。”塔水村村委会相关人员表示。

金秋时节，漫步于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蒲山镇杨营村内，“百善孝为先”“敬田得谷
孝老得福”“传承好家风 弘扬好家训”等主题
文化墙格外引人瞩目，让好家风好家训如春
风化雨，绵延村头巷尾、飞入寻常百姓家中。

“现在村里不单是条件有了很大变化，风
气也越来越好。以前俺们家那个邻居的儿女
都在外地，他一个人在家，走路也不方便，冬
天下大雪，门口那雪都是俺们帮着清扫，一直
给他扫到堂屋门口。平时他需要买个小东西
啥的，俺们这些邻居都顺带帮他，相处得都很
不错。”杨营村75岁老党员杨海青说，乡亲们
都和和睦睦的，很舒心。

今年重阳节前夕，杨营村再次举办了饺
子宴，邀请辖区六十岁以上老人吃饺子、看戏
曲，“今年还为大家过了集体生日，分享了节
日蛋糕，都高兴坏了。”杨营村党支部书记杨
自军说，村里通过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引导村

民们重视孝道，懂得感恩，让老人们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进一步弘扬和传承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厚孝亲敬老的文化
内涵。

杨营村是个移民村，从淅川县丹江口库
区搬来时，全村就一辆面包车，现在家家都有
车，村口的厂企让村民们的收入有了保障，在

“家门口”上班的村民越来越多。在杨营村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老人们可以免费剪头
发、看演出，有时候家里不想做饭了，还能用
文明实践积分去村大食堂吃饭、买东西。

“杨营村是卧龙区实施‘文明实践积分
制’的试点之一，也是卧龙区推进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的缩影。”卧龙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越来越深入，多样化的便民服务
越来越完善，文明乡风越来越浓厚，群众的幸
福感越来越强。

湖北潜江市浩口镇
人居环境提“颜”增“质”

◎ 谭欣许晓满

河南南阳市卧龙区杨营村
服务聚民心 新风润乡里

◎ 王德勇

江西上饶市信州区塔水村
法律顾问进村把脉村规民约

江苏江阴市长泾镇泾东村
公厕大变身“方便”更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