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乡风文明 2024年10月31日 星期四 编辑 王丽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文明乡风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四川绵阳市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工作

◎ 刘思明

青海德令哈市河西街道

“六民”工作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 德轩

近年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德令哈市河西街道坚持党建引领，直面乡村
治理难点痛点，紧扣“组织发动、党员带动、积
分撬动、群众主动”工作主线，全力推动乡村
治理积分制全覆盖，推动党建工作和基层治
理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力争以“小积分”兑出

“大活力”，以民议民知、民享民治、民用民需
“六民”工作法不断提升的乡村治理效能，构
建起村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
格局。

评分标准“民议”积分理念“民知”

河西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
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工作领导小组作用，整合街道资源，坚持高
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宣传，推动积
分制管理全覆盖。

优化机制，画好“总蓝图”。河西街道第一
时间建立积分制工作专班，街道党工委书记
定期牵头召开村党支部书记专题座谈会，出
台积分制实施方案和管理细则等文件，通过

“一专班、一例会”形成“一方案、一细则”，把
人居环境、垃圾分类、消防安全、移风易俗等
方面作为推广应用积分制的重点领域，做到
推行开展方向明、目标清、节奏准，自上而下
统筹实施积分制，为积分制管理把关定向。

聚焦网格，发出“集结令”。河西街道依托
“街、村、物业”党建网格体系，充分发挥网格
党支部在积分制管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5个
村均组建以“村党组织+村委会+党员骨干+

村民代表”为成员的村级积分制管理小组，围
绕“积分项目有哪些”“积分标准如何定”等问
题充分商议，在此基础上结合各网格特点制
定积分制管理“一网格一方案”，教育引导基
层党员和干部率先带头参与积分制治理。

广泛宣传，实现“人人知”。河西街道召开
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等会议前将积分制
管理制度作为必学课程，由村党支部书记或
驻村第一书记领学。结合防返贫集中排查工
作，实现村民宣传全覆盖。将积分制宣传手册
放置在物业收费点，实现常住人口宣传全覆
盖。截至目前，共发放宣传手册3000余份，入
户宣传2000余次。

治理成果“民享”美丽乡村“民治”

河西街道党工委通过推广积分制推进解
决乡村治理中的“疑难杂症”，多方合力拧成
一股绳，由“任务命令”转为“激励引导”，焕发
共治共享乡村新风貌。

紧扣重点，规则设计更适宜。河西街道以
优化村域整体村容风貌为目标，推动积分制
与物业管理齐发力，从源头激发村民参与积
分制管理的内生动力。重点关注停车乱、绿化
杂等物业管理中的难点堵点，创新和改进积
分制管理细则，积分由基础积分、奖励积分和
处罚积分等部分组成。如甘南村推出违规停
车扣积分、规范停车换积分和积分再兑洗车
优惠券等措施，提升农村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使村域管理更加有序。

动态调整，内容事项更具体。河西街道积
极发挥乡村积分制在解决村域安全治理难度
大等问题中的作用，指导各村将整治电动自
行车飞线充电、入户充电等问题纳入积分制
细则中，引导村民筑牢安全防线。

逐步扩大，人员对象更广泛。河西街道根

据村民新居内租户量大、工作时段不固定等
特点，研究制定村内租户积分制实施补充细
则，探索本地居民户积分管理和租户积分管
理“并行制”，重点推动租户参与垃圾分类、环
境整治等事项，不断增强租户共建和谐美丽
家园的意识。如巴音河西村探索推出每周一
天“公共服务日”，选取周末集中时间段，有效
引导村域租户参与服务小区内公共事务，全
面解答租户对积分制的各项问题，极大地提
升了租户对村域事务的关心度、参与度。

积分结果“民用”积分兑换“民需”

河西街道各村级党组织依托党员代表大
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小组会议等平台，充
分倾听村民意见、尊重村民意愿，形成了“一
村一策”的“服务+荣誉+实物”三重兑换模式，
推动乡村积分制与村民自治充分结合，建立
特色积分兑换体系。

因势利导，活用精神激励。河西街道下辖
各村结合各自实际，积极探索积分兑换激励
约束方式，持续提升村民参与活跃度。如白水
河村实行“年度清零制”，明确每年度积分不
累计，给予当年度积分排名靠后家庭重新参
与排序机会；北山村实行“末位淘汰制”，制定
村内积分排名后20%的村民不参与积分制兑
换的制度，强化积分制激励作用；甘南村实行

“评优选拔制”，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将绿色家
庭、最美家庭直接和积分制挂钩，强化精神奖
励，切实提升住户集体荣誉感。

因情施策，巧用物质激励。为最大限度激
发群众参与热情，河西街道坚持以群众所需
为核心选取最适宜的生活用品兑换，鼓励群
众按需兑换，兑换奖品包括洗车优惠减免券、
洗衣液、洗手液、棉纸巾、垃圾袋等，群众兑换
参与率100%。

湖北武汉市2026年底将建成1200个和美乡村

近年来，四川省绵阳市坚持把乡风文明
建设作为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
手，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注重宣传引
导、定规立矩、典型培育，着力营造乡村和谐、
文化繁荣、崇德尚善的社会风气，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

宣传引导，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绵阳市充分发挥乡镇村（居）宣传栏、文
化墙、“大喇叭”、坝坝会、农民夜校以及“两微
一端”等阵地平台作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孝老爱亲、勤劳致富等内容，通过

“文明实践讲堂”“百姓故事会”“文明新风呱
哒板”等形式，广泛开展“党的声音进万家”乡
风文明主题宣讲活动2300余次，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深入人心。

此外，该市深入开展送戏下乡、全民阅
读、文艺培训，以及“我们的节日”等文化活动
500余场次，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扎
实开展“文明新风润绵州”“乡风文明十大行
动”，整治大操大办、盲目攀比、高额彩礼、厚

葬薄养等不良习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开展“好家规”征集评选活动，
深入挖掘优秀家风故事，以纯正家风涵养清
朗党风政风民风。

定规立矩，激发乡村治理新效能

绵阳市各村不断完善村规民约，规范红
白理事会，细化婚丧嫁娶重要程序，充分发挥
村民议事会和道德评议会的作用，逐步形成
辖区独具民族特色的“皂福议事”体制机制，
共育文明乡风。

该市将乡风文明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涉农
整合项目，落实专项资金打造乡风文明示范
点，在全市各地村（居）全覆盖推广“红黑榜”

“道德银行+积分兑换制”模式，构建起道德
评价和乡风监督体系并行的管理闭环，以正
向激励促进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该市还建立移风易俗“市、乡、村”三级齐
抓共管工作机制，制定“1+24”个治理方案，采
取“清单制+责任制”工作方法，将移风易俗工
作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考核指标、精神文明建

设“五大创建”考评体系，推动工作常态长效。
将文明村镇创建考核有机融入城乡环境综合
提质行动，加强督查跟踪问效，发布文明村镇
图文稿件及短视频8期，持续巩固文明村镇创
建成效。

典型培育，树立乡风文明新榜样

绵阳市严格落实党员干部“两报告一承
诺”制度，组织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1.2万余
份，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持续
发挥“五老人员”的优势和作用，培育文明新
风。依托“羌山雄鹰”“向阳花”等基层先进
宣讲小分队开展除陋习、讲文明、树新风等
文明实践进乡村、进社区活动 580余场次，
开展文明礼仪、法治、科普、诚信等宣传
活动。

该市坚持“育”“选”并举，深入开展身边
好人、最美家庭、“好公婆”“好儿媳”等先进典
型评选活动，引导群众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通过规范化“选”、常态化“挖”、制度化

“荐”，扎实做好先进典型选树工作。

本报讯（薛克）走进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杨
兴乡坪里村，村里随处张贴着移风易俗宣传画，
村委院内常常传来村民自发组队跳操的音乐
声，老年餐厅那阵阵诱人的饭香扑鼻而来……
近年来，坪里村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引导广
大村民树立文明意识，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坪里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载体，举办
“文明课堂”，常态化开展敬老爱老、移风易俗、
环境保护等宣传，村“两委”成员、帮扶队员以及
乡包村干部每月定期入户发放宣传资料，用朴
实的语言传播新思想。制定村规民约，党员积极
承诺带头推动殡葬改革，严格落实村干部和党
员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报备制度，带头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开展“乡风文明户”“最美庭院”评
比活动，共评出“平安和谐”代表1名，“绿色节
俭”代表1名，村民杜根元一家被评为市级“最
美家庭”。组建村民表演队，利用重要节日通过
唱红歌、表演秧歌等文艺节目为村民送去欢乐。
同时，该村将移风易俗的内容通过通俗易懂的
语句编入歌曲中在村民中传唱。

“我们村的民风淳朴，村民互帮互助，相处
融洽，孝敬长辈，红白喜事注重节俭，还有人常
常张罗些文化活动，丰富村里老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逢年过节，大家还会在老年餐厅聚餐，边
吃饭边唠家常。村风民风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
人愿意回村发展了。”该村党支部委员史建勇
说道。

近日，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一村一品”农
村文艺大展演暨“村晚+”系列活动举行。古筝演
奏、音诗画表演、儿童舞蹈、小品等一系列由村
民自导自演的精彩节目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精
神风貌，让村民们在“家门口”享受到视觉与心
灵的双重盛宴。

夜幕降临，古里镇铁琴铜剑楼历史文化街
区广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晚会在一曲悠扬
的古筝演奏中拉开序幕，来自淼泉社区的两位
年轻女孩轻拨琴弦，一曲《兰亭序》缓缓流淌，将
观众带入了一个宁静的世界。

紧接着，一场别开生面的音诗画表演《向阳
而行》将现场氛围推向了一个小高潮。表演者将
诗歌朗诵、山歌演唱与剪纸艺术相结合，生动展
现了康博村聚焦产业振兴、民生福祉、环境整
治，铺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美好画卷。节目尾
声，当一件“书香古里 德润康博”剪纸作品在舞
台上缓缓展开时，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由李市村村民自导自演的小品《魅力古村
落》则以幽默风趣的方式，讲述了一位外地游客
在探访李市村时，被这里的古朴建筑、民俗风情

深深吸引，并在与村民的互动中，体验到了乡村
生活的温馨与和谐。小品不仅展现了李市村作
为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反映了乡村振兴
战略下，乡村面貌的焕然一新和村民生活的日
益改善。

晚会共有17个村带来歌曲、戏曲、舞蹈、评
弹等多个节目，每一个节目都凝聚着村民对家
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参与者感受
到了乡村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无限活力。

据了解，古里镇“一村一品”群众文艺大展
演是该镇的品牌文艺项目，自2014年开办至今
已走到第11个年头。在这11年中，古里镇依托
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的人文魅
力，聚焦书的内涵以及外延，以公共文化与旅游
融合发展为抓手，创新活动内容与形式，打造主
客共享为理念、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文艺品牌。

今年，古里镇以“一村一品”展演为主体，结
合首届铁琴铜剑楼晒书汇活动，串联起听典籍
里的音乐会、逛典籍里的市集、赏白茆山歌非遗
展演等文旅活动，打造开放式的特色“文旅”秀，
让特色艺术融入群众美好生活。

本报讯（曹磊 谭远璧 周小平 王欣悦）笔者
从湖北省武汉市农业农村部门获悉，武汉市持
续高质量加快和美乡村建设步伐，将新建150
个、提档升级30个精品村（湾），新建300个和美
乡村重点村（湾）。到2026年底，武汉市建成和
美乡村（湾）将超过1200个。

近年来，武汉市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武
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胡兴咀“农机小镇”，以前
因村民大多外出打工，村子无人打理，尤显破
败。这两年，胡兴咀人居环境改善，不少有能力

的年轻人返乡创业——通过租赁农民空闲农房
经营民宿、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如今，村前屋
后美不胜收，大片金黄的再生稻田成为市民游
客的网红打卡点。

武汉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
市美丽乡村建设先后经历了农村家园建设行动
计划、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提质增效、和美乡
村示范打造等四个阶段，共建成600多个美丽
乡村示范村（湾），美丽乡村俨然成为武汉市的
亮丽名片。

本报讯（吴华胜 姚进忠）近年来，贵州省
黎平县德化乡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党
建引领，制度保障，强化监管，谱写生态文明
建设新篇章。

德化乡成立党员先锋队11支190余人，
以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当好生态宣传者和
护“绿”卫士，走村串寨，深入田间地头、山林
河畔传播生态环保知识，开展植树造林及环

境卫生整治活动。今年以来，全乡群众参与
义务植树2300余棵、清理环境卫生死角170
余处。立足实际制定“林长制”“河长制”“野
生动植物保护”“环境卫生门前三包”“公益
性保洁员工作职责”“环境卫生评比”等一系
列规章制度，明确职能部门、村“两委”、护林
员、保洁员、农贸市场、农户等主体责任，确
保山有人巡、河有人护、破坏生态行为有人
抓、环境卫生有人管。今年以来，该乡开展环

境卫生评比 10 次，整改猪圈、牛圈乱排污
5处。

该乡还组建联合督查小组，聚焦农村护
林、护河、厕所改造、文明行动日、垃圾处理、
污水处理等方面，定期对山林、河道、村庄环
境等进行巡查。同时，设立举报热线，鼓励群
众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举报。今年以
来，该乡开展专项巡查5次，发现并及时整改
环境问题20余处。

近年来，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大
化镇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深入
开展移风易俗工作，采取建强组织、完善积分
制、创新宣教、树立典范等措施，促进乡风民
风持续向善向好。

建强组织。大化镇将移风易俗工作纳入
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的
工作专班，召开工作会议，明确镇村两级工作
职责，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同时，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创新建立
联动管理体系。如在拿银社区建立“社区‘两
委’+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后盾单位+帮扶
干部+楼栋长+志愿服务队”七支队伍联动管
理体系，全力做好移风易俗、文明实践等工
作，不断提升辖区文明程度。

完善积分制。大化镇建立完善“积分制”
工作法，明确积分获取及兑换方式，把乡村治
理事务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的激励
指标，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如古江和拿银社区
的居民来自不同乡镇，民族文化、习俗、卫生
习惯等各有不同，通过在这两个社区建立积
分超市，吸引居民积极参与红白事简办、孝亲
敬老、邻里互助、打扫卫生等活动，换取积分，
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换”来文明新风尚。

创新宣教。大化镇积极探索文化阵地建
设，如在上旗村和仁良村修建新时代文明实
践广场，在古江和拿银社区修建文化长廊，在
古感社区修建篮球场。同时，依托文化阵地，
实现文娱活动常态化。如仁良村陀螺文化历
史悠久，自2023年3月起，每逢重大节日，该

村都举办陀螺比赛，并以唱山歌、发放宣传资
料等形式将杜绝高额彩礼、孝老爱亲、勤俭持
家等内容融入其中，让村民在喜闻乐见的娱
乐活动中，自觉破除陈规陋习、培育文明
风尚。

树立典范。大化镇在推动移风易俗工作
中着力强化示范带动作用，推进“党建+代表”
群众工作法，发挥党员和人大代表在带头遵
守村规民约、破除陈规陋习、红白喜事简办等
方面的作用，形成党员带群众、先进带大众的
良好局面。如在红电社区，经过党员和人大代
表的示范带头，居民红白喜事平均比以往缩
短半天；在特色节日更加文明节俭，各户减少
宴请桌数两桌以上，群众主动遵守村规民约
已成习惯。

广西河池市大化镇：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 唐伟洪蓝覃浩媛蓝子淳

近年来，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把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加强农村的住房、道路和水、电、气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满意度。图为近日拍摄的禄市镇凉水井村生态园。 邱海鹰刘南贤摄

山西阳曲县杨兴乡坪里村
推动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江苏常熟市古里镇
“一村一品”展现乡村发展新风貌

◎ 陈洁

贵州黎平县德化乡：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