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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植阡陌 新风沐乡野
——河北沧州市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

◎ 杨澜

和美蝶变印山红
——湖南长沙县江背镇印山村“亮”出文明村镇新气象

◎ 王茜卢木森陈云钦李政

孝老食堂、爱心超市、移风易俗宣讲……
在河北省沧州市广袤的乡村，处处涌动着文明
新风，散发着文明气息，一首以乡风文明为主
题的新乐章正铿锵奏响。

孝老食堂蹚新路

“今天的午饭是白菜炖肉、素炒豆腐、小米
粥和水果，吃饭免费，天天还不重样，这就是实
实在在的幸福感。”近日，在青县流河镇人和镇
村的孝老食堂里，村民姚秀香笑着说。而在孝
老食堂的厨房里，师傅们正热火朝天地忙碌
着，诱人的饭菜香气飘满整个食堂。

据悉，人和镇村留守老人占现居住人口的
65%，为解决留守老人吃饭难问题，2020年12
月，该村设立了孝老食堂。

人和镇村孝老食堂的设立，在青县并非个
例。针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孤寡老人“做饭
难”“吃饭难”等问题，青县坚持党建引领、村办
民助、自愿参与、因村制宜建设原则，着力建设
村里办得起、村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的农村
孝老食堂，以互助养老模式补齐农村养老服务
短板，探索出一条县域农村老年助餐服务新路
径。目前，青县孝老食堂还在助餐服务的基础
上，拓展了助洁、助医、助浴、助娱和精神慰藉
等服务，惠及超万名老年人。

在推进孝老食堂建设的过程中，青县成立
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明
确了孝老食堂建设原则、发展步骤、建设目标，
按照规范提升一批、示范引领一批、新建运营
一批的思路，建立了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
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
筹资机制，引导社会各类主体多渠道参与，确
保孝老食堂能可持续运营。

为了让更多的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孤寡
老人享受家门口的幸福“食”光，沧州市积极推
广青县农村孝老食堂互助养老模式，加快推进
农村孝老食堂建设，重点保障农村特殊困难老
年人的助餐、供餐服务需求，截至目前，全市共
建成孝老食堂1751家，实现了全市农村助餐
服务全覆盖。

文明积分“积”出新风尚

10分换两瓶醋、4分换一块香皂、50分换一
桶食用油……在盐山县圣佛镇西圣佛村的爱心
超市，时不时有村民进来，通过积分兑换物品。

这是一家不能用钱购买，只能用积分兑换
物品的爱心超市，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洗衣
粉、卫生纸、米、面、油等，并标注了兑换所需的
积分。

“这个月我家又积了100多分，打算换点

儿米和油回去。”村民刘洪杰开心地说。
为了提升村民在移风易俗、人居环境整

治、志愿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参与度，让农
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自2022年以
来，西圣佛村实施“文明实践积分制+爱心超
市”项目，对村民们践行婚丧简办、参与志愿服
务、维护环境卫生等文明行为进行积分奖励，
村民可以用积分在爱心超市兑换物品。“最初，
村民大多是为了能多得积分、多换东西才去做
好事。渐渐地，村民做好事成了习惯，人人争着
为村里出力。”西圣佛村党支部书记曹闯说，小
小积分既兑出了整洁的村容村貌，也兑出了好
村风、好民风。

移风易俗“易”出好乡风

早年间，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逐年拉高的婚
丧嫁娶成本逐渐成为民生痛点，为有效解决这一
问题，大庄村通过建队伍、立规矩、教育宣传、实
施行动、开展评比活动等五部曲，推动村庄移风
易俗工作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为推动移风易俗有序开展，大庄村把红白
理事会纳入村“两委”班子的管理范围，村党支
部书记兼任红白理事会第一会长，“两委”班子
成员纳入红白理事会，并划分为思想工作、事
务工作、炊事工作等三个小组，明确各组职责

和任务；同时制定出台了《大庄村红白理事改
革制度》，对红白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对用烟、
用酒、用车、烟花爆竹、办事时间、规模、饭菜标
准等各方面做出细致、详实的规定。

为推动移风易俗深入人心，大庄村通过张
贴公告、大喇叭广播、文艺节目等形式积极宣
传。每周召开两次班子议事碰头会，开展一次
党员学习活动，每半月给村民讲一堂政治课，
大力宣传移风易俗政策，引导村民践行村规民
约，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
形成了具有大庄特色的农民政治思想教育工
作模式。

此外，大庄村还建立了红事大厅，婚宴只
需食材费，为每场婚礼节约上万元。大庄村还
把低彩礼、零彩礼青年纳入了村里积极分子
库、榜样库、后备干部库，并授予他们“五星优
秀青年”光荣牌，在发家致富路上给予支持和
鼓励，营造了移风易俗的浓厚氛围。

大庄村的变化是沧州市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沧州市把移风易俗作
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从“小切
口”入手，以“小阵地”搭好“大舞台”、“小活动”
推动“大实践”，引导广大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弘
扬文明新风尚。一系列接地气的举措，使得沧州
大地的乡风文明建设有声有色，文明乡风处处
涌动，文明之花在美丽乡村遍地芬芳。

行走在湖南省长沙县江背镇印山村天玺
湖畔，在龙泉山步道拾级而上，一帧一画，充满
诗意；一地一物，彰显和美。

近年来，江背镇深入学习借鉴“千万工程”
经验，聚焦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持量体
裁衣、放大特色、各美其美，乡村产业蓬勃发
展，治理效能大力提升，曾经的工业乡镇走出
了一条“亦工亦农亦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谋篇布局“打底”
谱“诗意栖居曲”

蓝白相间的亮丽民居，干净整洁的乡村道
路，装扮有致的农家庭院……走进江背镇印山
村，抬头是“画”，入目是“景”。

“如今我们村上的变化太大了！”望着美
丽的天玺湖，70岁的村民郭爹爹回忆往昔，

“这些年来，村里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
形容，道路实现硬化，印山湖上建起了广场，
湖边的泥砖房变身民宿，现在好多出去的人
都回来了。”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规划必当先行。
在江背镇党委、政府的谋篇布局下，依托长沙
县博士服务团的智力支持，印山村制定了“一
轴三点+五片区”的规划蓝图，科学规划一条
以天玺湖自然风光为轴心，以熊瑾玎红色清廉
文化、麻姑井省级非遗、汉牛亲子萌宠乐园为
亮点的“村落景区一体化”旅游线路。

从旧到新，印山的蝶变离不开项目的撬
动。印山村坚持“项目带动”，将前期投建的码
头、印山台、彩莲冲、狮子山、杨塘冲等5个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片“连片成面”，围绕村
旁、路旁、水旁、宅旁做好净化绿化与美化，统
筹规划道路硬化、环境绿化、水体美化工程，还
原出群山叠翠、清水荡漾、作物飘香、绿篱农舍
的美丽乡村景观。

从“挖石头”到“赏风景”，“千万工程”在印

山这块实践田上，“生态优势”变成“民生福
利”，一个村容整洁、规划有序的和美乡村跃然
眼前。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
们坚定地将绿水青山打造为‘幸福靠山’，让好
生态化为好生计、带来好生活。”江背镇相关负
责人说。

共建共享“强基”
绘“向新蝶变图”

夜幕低垂，天玺湖畔灯火璀璨，九曲廊桥
流光溢彩，曾经落日渐隐的天玺湖悄然换上了
璀璨华服。

“看，我们家门口的风景——印山夜景，现
在村里也有了‘夜生活’！”村民陈女士指着家
附近的变化感慨万千，“环境变得越来越新、越
来越美，我们村的人气越来越高了。”

“今年，一些综艺节目来到印山驻地录制，
同时我们主动邀请网红主播走进印山打卡直
播，并乘势举办乡村厨王争霸赛等系列活动促
流量转化，引来如织人流、收获如潮好评。”印
山村党总支书记刘罗仕介绍说，印山村积极围
绕共建共享，不断深挖资源，着力打造村庄游
步行环步道、印章文化馆、村史馆等一批集文
化、创意、旅游于一体的新地标，让村落变景
区，游客能来更能留。

湖南印山台公司董事长、印山村乡贤李华
锋全资建设印山台文化公园，兜底助力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村民熊卫华主动带头为印山
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腾地2亩多……印
山村通过打造“江背好邻”基层治理特色品牌，
鼓励社会乡贤全程参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和管护，集思广益接纳建议65条，党员带头
筹工筹劳腾地，带动周边群众为旅游道路建
设、景区打造等无偿腾地40余亩。

“村民有计出计、有力出力、有资出资，广

大群众热情满满地投入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中，铆足干劲共建美好家园，共绘农文旅
融合新景。”江背镇相关负责人说。

盘活资源“聚力”
唱“共同富裕歌”

桃李罗堂前，方宅十余亩。走进江背镇印
山村，沿着天玺湖路，整齐有致的别墅、别具特
色的民宿依次呈现。

一大早，印山村民宿“自在茶舍”负责人钟
磊在院子里忙活着。“今天要来一组客人，我们
在提前准备地道的农家菜，努力让客人吃得放
心、玩得开心。”他说，开业以来，营收达到80
余万元，他对印山村的发展前景信心十足。

“自在茶舍”是印山村以合作开发形式建
设的特色民宿。近年来，印山村依托优美的自
然环境，盘活闲置资源，吸引了水映山房、自在
茶舍等一批特色民宿落地，让村民住在景区、
在家里赚钱，丰富了乡村旅游新业态，为乡村
振兴持续注入新动力。

如何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印山村通过
寻找专业公司，共同开发了印山天玺湖亲子游
乐园“湖上游船项目”与“飞行视觉体验中心项
目”，并指导麻姑井申报省级非遗项目，年销售
额超500万元，带动超80人就业。同时“筑巢
引凤”，投建天玺湖景区亲水平台、景区亮化、
狮子山游步道等工程，带动了天玺湖周边民宿
产业蓬勃发展。

“今年我们新增餐饮10家、民宿6家，带
动文旅综合收入达4000万元。”印山村党总支
书记刘罗仕说道。

下一步，江背镇将持续深化实施“千万工
程”，擦亮山水生态保护“亮色”，提升和美乡村
发展“成色”，蓄力产业提速发展“特色”，为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增彩添色，为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不懈奋进。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赵瓦村
“理事大总”理出村美民安

◎ 王黎明

红色大气的村庄大门，整齐划一的庭院式
住宅楼，宽阔而干净的街道……走进全国文明
村——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赵瓦村，无处不在
的传统文化与村庄美景相互交融，形成了一幅
和谐美好的新农村美丽画卷。

20年前的赵瓦村一度负债累累，是出了名
的贫困村、问题村。近年来，在村“两委”的带领
下，全村上下齐心协力搞建设，村容村貌有了巨
大的改善，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环境好了，我们还把村风给抓起来了，
又带动了家风的改善，老百姓时时都爱护环
境，处处为村里出谋划策。”赵瓦村负责人说，
赵瓦村创新实行了“家族理事大总”社会治理
模式，每个家族推选一至两位品行好、有威
望、能力强的村民任“理事大总”，借助家族力
量推进村庄道德建设、矛盾纠纷化解和精神
文明建设。

推选出来的40位“家族理事大总”，不仅
是联络员、服务员，还是宣传员、调解员、监督
员。村里的事务管理、家族的红白喜事、邻里的
矛盾纠纷等，都由“理事大总”来操办、协调。

“家里的大小事情跟理事大总说一声就行，他
们可比俺们想得周全，省事又省心！”村民韩己
亮说。大小纠纷，村民都乐意找他们拿主意。

常住人口4000多人，赵瓦村的治理并非
易事。尤其在办理红白公事的时候，因为各家
经济条件不同，村民大操大办、攀比之风强烈。
为引导村民树立文明新风尚，赵瓦村以家族理
事大总为主，成立红白理事会，集体商议后制
定了《赵瓦村红白公事章程》，写入《赵瓦村村
规民约》。

“村‘两委’换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
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和
家族理事大总对村规民约进行一次重新修订，
有的旧条款不适用了，我们就删掉，村民有新
的需求了，我们就加在里面。”赵瓦村相关负责
人告诉笔者，“从2004年到现在，村规民约从
最初的一张纸慢慢变成了现在的‘一本书’，最
新修订版还增加了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现在
每个家庭都有一本。”

据了解，村规民约修订完成后，村里都会
举行为期3天的集中学习，确保每一个家庭熟
悉村规民约。赵瓦村相关负责人说：“我们也依
靠家族理事大总及各村民小组的力量，保障每
个村民遵守村规民约。”

“现在村里的红白公事在家族理事大总的
操办下统一了标准，我们的经济负担减轻了，也
不用互相攀比了，啥也不耽误！”村民徐丽说。

有了家族理事大总的上下协调，家风好
了，村风正了，村里的发展也顺了，村容村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漫步在赵瓦村，街巷的墙体彩绘各有特
色——家风家训一条街、党建宣传一条街、雷
锋精神一条街、文明实践一条街……在赵瓦
村的文化长廊，一条条哲理警句及教子育人
的小谚语发人深省。除了文化长廊，赵瓦村还
修建了法治文化公园。随处可见的文化符号，
丰盈的文化氛围滋养着赵瓦村村民的内心，
影响着村民的行为。“我们村村民的素质都很
高，这20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刑事案件，还
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建设示范村。”赵瓦村相
关负责人说。

赵瓦村不断探索实践，构建了一套适合自
身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曾经的“问题村”重新崛起成为“文明村”。

村容村貌变美了，邻里关系和谐了，群众
的满意度、幸福感不断增强。幸福洋溢在每个
赵瓦村人的脸上。

青海大通县
“村晚”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

本报讯（樊永涛 李生凤）春节前夕，2025
年全国春节“村晚”示范展示点“长城脚下闹村
晚 蛇舞北川兆丰年”村晚活动在青海省西宁
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为当地群众奉上
了新春的第一场视觉盛宴。

活动在《龙狮闹新春》中拉开帷幕，来自多
个村镇及艺术团的表演队伍带来了精彩的龙
狮表演，16条龙、14个大狮子、14个小狮子齐
上阵，龙腾狮跃，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老爷
山花儿会作为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代表性曲目《长城上飘的白云彩》由10
位优秀花儿歌手联唱，歌声悠扬，展现了花儿
文化的独特魅力。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河湟皮影戏也以舞蹈《影子匠》
的形式被搬上舞台，生动演绎了皮影戏艺人的
传承故事。大通县剪纸非遗传承人带来的走秀
《非遗剪纸秀 魅力绽光彩》，将古老剪纸技艺
与时尚舞台走秀相结合，展示了非遗活态传承
的魅力。

此次活动以民俗表演、特色歌舞、非遗展
示、特色美食品鉴为核心，通过多视角、多角
度、多形式、多元素的表现手法，用传统文化魅
力点亮大通的各个角落，集中展示乡村振兴成
果，也在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彰
显民族民俗特色，提升乡村知名度，奏响大通
乡村振兴“进行曲”。

农旅融合 田园风光美如画
——四川芦山县万亩粮经复合园一瞥

◎ 吴鸿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四川省雅安市
芦山县思延镇，万亩粮经复合园从沉睡中苏
醒。金色的光辉穿透轻薄的晨雾，映照在一望
无际的田野上，郁郁葱葱的庄稼和色彩斑斓的
经济作物交相辉映，田园风光如诗如画。

近年来，思延镇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路
径，依托芦山县万亩粮经复合园建设，组建3
支队伍，完成征地和各种矛盾纠纷的化解。同
时，加强文旅基础设施建设，包装民生项目，推
动村容村貌升级改造，争取项目资金探索打造
青衣芸谷“一轴两翼”，推动农业园区化、园区
景区化、农旅一体化。

走进万亩粮经复合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
来，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和农作物的香气。田埂
上，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绽放，蝴蝶在花丛中
翩翩起舞。纵横交错的灌溉水渠里，清澈的水
流潺潺流淌，滋养着这片肥沃的土地。

这里不仅是农作物的天堂，更是网红打卡
地。特色民宿青衣合院、青衣芸宿就位于青衣
芸谷景区附近，不仅丰富了旅游业态，也让农
旅融合有了“落脚点”，增强了村民发展乡村旅
游的信心。

沿着精心铺设的观光小径漫步，游客们可
以近距离观赏各种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了解农
业科技的神奇魅力。孩子们在田野间奔跑嬉
戏，笑声在空气中回荡。

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不仅提高了农业的
附加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强大的动力。未来，思延镇将继续秉持绿
色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
量，实施粮经复合园区扩面增量项目，推动“3+
N”配套项目实施，打造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项
目，让更多的人领略到这片田园风光的魅力，
感受到农旅融合带来的美好生活。

当夕阳西下，余晖将整个复合园染成橙红
色，这片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土地渐渐归于宁
静。然而，它所展现的美丽与繁荣，将永远留
在人们的心中，成为芦山县乡村振兴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近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
西一镇中和村委会中和铺村小组举办了“乡村振
兴”亮化工程典礼暨“红色乡村杯”彝族摔跤运动
会，比赛现场精彩纷呈，以民族体育文化助推乡村
振兴，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图为活动现场。

普佳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