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评

天蓝、地绿、水清、村
美，山山水水之间，韵味
十足。如今，牧野大地上
的乡村正悄然发生着可
喜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
农民精神风貌”。

在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有三大载体：文明村镇
创建、“星级文明户”认领
创建、“乡村光荣榜”人物
宣传选树。其中，“星级
文明户”认领创建起着关
键作用。

“星级文明户”从“评
选制”向“认领制”转变，
极大地改变了荣誉向少
数人集中的现象，让典型
模范成为人人可追求可
实现的目标。

这就要求广大基层
干部要提供优待礼遇政
策服务，让群众享受到真
正的实惠，增强群众家园
意识，积极引导大家参与
邻里互助、环境整治、基
层治理、养老托幼等日常
事务中来，做到村里的活
大家干、村里的事大家
管。

通过“星级文明户”
认领创建这个抓手，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提升乡村社会文
明程度。

抓好
“星级文明户”
认领创建

□大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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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文明户”认领活动是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是加强乡村建设的有
效载体，也是促进乡村治理的有益补充。

“星级文明户”从“评选制”向“认领制”转
变，极大地改变了荣誉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
让典型模范成为人人可追求可实现的目标。

辉县市冀屯镇前姚村的村民穆彦国对
“星级文明户”认领有着深刻认识。

“身在农村，房前屋后都是黄土地，有啥卫
生可打扫的？”穆彦国有着守旧的思想，起先
不愿配合村“两委”关于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

2019年，前姚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逐步实现垃圾分类、污雨水管网、自来水、天
然气、村容村貌提升五个全覆盖。特别是开
展“星级文明户”认领制后，穆彦国看到街坊
邻居都挂了九星、十星，自己虽领了十星，却
在评议中只得到了八星，心里产生了落差，感
觉丢了面子。

“为啥给俺家评这么低？”
“恁家位置好，紧挨村党建文化广场，因

为恁家不打扫卫生，房前屋后都是垃圾，影响
了广场周边环境。”

一句话，点醒了穆彦国。“老穆变了。”村
民们看到老穆不仅将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
净，还主动“包办”了广场周边卫生。

“亲戚熟人，孩儿同学朋友进家，咱也不

怕丢面子了。”后来，拿到综合评定十星的老
穆，逢人便说，他家不落后。

长垣市南蒲街道金寨村开展“星级文明
户”认领创建活动后，鼓励群众自主认领，多
元兑奖励，一年两次开表彰会，为文明户颁发
荣誉证书，在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还给文
明户发物质奖励，激发了村民“家家争当星级
户，人人争做好榜样”的良好氛围。

如今金寨村的“星级文明户”认领已经达
到了百分之百，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省级卫
生村”和“省级文明村”。

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
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
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
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
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
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平原示范区师寨镇南赵庄村发动村内老
乡贤，帮助群众排忧解难，进行“星级文明户”
的宣传动员，使一些思想犹豫的农户也积极
行动起来。

通过村干部“亮制度”，党员“亮身份”，乡
贤“亮正气”，形成合力和引领辐射效益，平原
示范区有力推进“星级文明户”认领工作做实
做细，打造了韩董庄镇杨厂村、师寨镇马铁庄

村等一批可学可看可推广的示范点位，形成
示范带动效应，提高群众参与“星级文明户”
创建的积极性，调动群众创“十星级文明户”
的热情。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人
民群众广泛参与下，我市坚持高位推动，把文
明村镇创建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
体，纳入党委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积极丰富
创建载体，按照分类推进、全面统筹的原则，
在全市所有行政村推行“星级文明户”认领制
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市、县、乡、村四级“乡村
光荣榜”选树宣传活动，累计评选先进人物
4.9万余名，其中27人荣登省“乡村光荣榜”。

牧野绽放文明花。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
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

未来，我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秉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统筹各类资源，强
化文明实践中心与融媒体中心融合发展，打
造特色志愿服务品牌，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延
伸到群众身边，通过文明村镇创建、“星级文
明户”认领创建、“乡村光荣榜”人物宣传选
树，坚定不移增强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立体画卷在牧野大地
上逐渐呈现。

让文明馨香浸润群众心田
——新乡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侧记

□记者 李超

“流水小桥山寺,竹篱茅舍人家。”明代诗人康海描绘的田园风景，犹如穿梭了时空隧道，来到了500多年后的今天。
踏入新乡县七里营镇杨堤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画面。漫步村落，脚踩小径，虽在隆冬，却给人

一种春意盎然的感觉。微风拂面，让心中有着一丝“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的乡愁。
一个不足300户近千口的小村落，在强化科学规划、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道路上走在了全市前列。
修复乡村生态，实现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修复三实现”设计理念，激

活了杨堤村活力，扮靓了乡村，留住了乡愁。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村美、民富，更要群众精神富足，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加强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推动乡风民风

美起来、人居环境美起来、文化生活美起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
滋养、良好的文化条件。

核心
提示

“乡亲们都说说，甜的东西都有
啥？”

“糖是甜的。”
“蜜是甜的。”
“现在俺村群众的幸福生活是甜

的。”
……
宣讲者李莹教授话音未落，群众

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踊跃发言，一时
间，广场上热闹起来。

这是新乡县举行百村百场“学党
史国史”文明实践活动朝阳社区“小院
课堂”的宣讲现场。

李莹教授深情讲述了党史故事《真
理的味道是甜的》，她紧紧围绕陈望道
在翻译、传播、实践《共产党宣言》的过

程中坚定信仰这一主线，把《共产党宣
言》中最有价值的精神，形象地讲述给
党员群众，使之有力地呈现了“一个人
翻译了一本书，一本书武装了一群人，
一群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的主题。

尤其是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
言》时，由于过于投入，把墨汁错当红糖
蘸着吃粽子，并且对母亲说“可甜可甜”
的情境，更是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听众。

15分钟的一个党史小故事，传递的
是不变的初心，传播的是信仰的力量。

“小院课堂”规模小、形式新，已让
近2万名群众接受了党史教育和红色
精神熏陶。

辉县市则推出了“小板凳课堂”，
组建了“五老”志愿服务队红色宣讲

团，打通了党史学习教育的“最后一公
里”，使 1.4 万名群众接受到了党史的
洗礼，感受到时代发展的变化，激发了
爱党爱国热情，起到了加油鼓劲、凝聚
民心的良好效果。

科技改变生活。为适应新时代发
展，我市加快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化、数
字化建设进程，积极拓展线上文化服
务，打造了“百姓文化新乡云”“文化豫
约”两个市级综合性数字文化平台，积
极探索运用“乡村文化合作社”模式，
确立文化合作社试点村30个，搭建农
村文化服务新平台。

农村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基层
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战略的“主心骨”。

为强健基层党员“筋骨”，持续向

基层党员输送党史“营养剂”，我市依
托“党员夜校”远程教育平台，以“学习
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为主题，把
史料转化为教材，把现场转化为课堂，
坚持每月开办一次“学党史大讲堂”。
18万农村党员通过现代远程教育同上
一堂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基层开
花结果。

积极探索把理论宣讲与惠民服
务、文化生活、情景体验等相结合，把
故事讲好，道理讲活，持续加强传播手
段和话语方式创新，形成多角度、多层
次、全方位的主流宣传矩阵，激励广大
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真正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建设富裕美丽文明幸福现代化新
农村的实际行动。

“一个小小的村子，不仅有雅致的
环境，特色的建筑，更有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追求，真了不起!
我想，真正的新农村，不必模仿城市那
样的高楼林立、商场繁华，单如南陈马
村这般古朴厚重，特色鲜明，也就足够
了!”我市作家苗东魁在随笔《南陈马
村印象》中写道。

今年年初，市作家协会一行人到
辉县市孟庄镇采风。踏入南陈马村，
古朴而雅致的石磙、水缸、粮囤、马槽，
随处可见的古井、古树、古建筑，再加
上自古流传下来的浪漫奔放的“玩景
碑记”中的游玩文化和武王伐纣兵至
南陈马村的历史厚重，彻底迷醉了这
群文人骚客。

“新乡市作家协会创作基地”的牌

子，挂在了南陈马村，它让这个被南水
北调河横穿的小村落注定与众不同。

谁也想不到3年前，南陈马村浑身
贴满了“穷”“脏”“乱”的标签，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不足3000元。

选支书强班子、解民难排民忧、扬
正气树新风、讲故事促发展、盘活沉睡
生产力、探索宅改新模式、腾退空间靓
家园，一系列的“乾坤大挪移”招式，南
陈马村由乱变稳，由脏变美，由穷变
富，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由不足3000元
达到了46万元。

今年9月，南陈马村入选第二批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由软弱涣散到美丽宜居，获嘉县照
镜镇东彰仪村用田园风光的美丽，诠释
了乡村振兴、文明乡风的生动实践。

东彰仪村坚持规划先行，全面系
统推进了“洁化、绿化、硬化、亮化、美
化、文化”六化建设，实现了生活垃圾

“日产日清、进站入场”，修建排水管
网，建成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农户水厕
改造100%。实施农村垃圾分类，建成
了“厨余垃圾日光厢房”；全村煤改气
99%；与企业达成共识，两年内有望实
现供暖。

东彰仪村不仅绿色景观沁人心脾，
文明乡风更是鼓舞人心。村里围绕党
建文化、传统文化、同盟文化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精心打造了乡村文化

墙，群众出门可见、随口可念，文明新风
已融入了党员群众的日常生活。

举办的“三新四美”、好媳妇好婆
婆、五好家庭评选等活动，激发了向上
向善的正能量，倡树了健康良好的新
风尚。如今的东彰仪村，环境美、村民
富、文化兴、文明盛。

“家”是一个亲切、温暖的字眼。
我市在修复乡土生态，建设美丽

乡村工程中，学习借鉴乡村振兴经验
做法，确立了不搞大拆大建，突出中原
乡土特色，保护和传承当地传统民居
风貌，逐步完善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和
基础设施的乡村建设理念。

截至目前，全市县级以上文明乡
镇 、文 明 村 创 建 比 例 已 分 别 达 到
93.22%、60.61%。

新乡是“好人之城”“志愿之城”，志愿服
务蔚然成风。

在抗击疫情、抗洪抢险中，新乡志愿者闻
令而动，通过不同形式的志愿服务参与其
中。他们立足乡村，关爱他人，服务社会，送
温暖、送服务，活跃在这片沃土，在县城和乡
村的各个角落，用爱汇聚成一缕缕阳光，用志
愿服务擦亮温暖底色，展现着新乡志愿者的
担当和力量。

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一条被子、一条
褥子、一群人。分散在辉县市22个乡镇的孤
寡老人们，闻听敲门声，打开院门，看到了上
述场景。

拜访孤寡老人是辉县市义工志愿者服务
中心的“传统”。除了此次“暖冬行动”，逢年
过节及日常，志愿者会经常前往空巢老人、孤
寡老人家中，帮助老人打扫卫生、代购生活用
品等。

“幸福来敲门助老”的名字温馨浪漫，辉
县市义工志愿服务中心已经持续多年做此公
益项目。帮助空巢老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

代购生活品、水电维护、陪伴聊天、爱心送餐、
理发、代交水费气费等志愿服务，如今已是河
南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一件件温暖的慰问品、一件件温暖的事、
一张张温暖的笑脸……进入隆冬，我市各个
志愿者团体结合自身优势，纷纷进行“暖冬行
动”送温暖，大爱勾勒出一幅温暖的民生画
卷，涌动着阵阵暖流。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辉县市胡乔乡三小营村的王玉香没有想

到，在寒风刺骨的严冬，家里那30 亩的金银
花基地会迎来大学教授李建军。李建军实地
勘察，手把手指导修剪。

李建军是省新时代宣讲师、首席科普专
家、河南师范大学的教授。他依托辉县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向当地技术员和种植农
户讲解乡村振兴与品牌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
发展，通过志愿服务，用知识宣讲助力农民增
收致富。

在李建军科研成果的助力下，如今的金
银花已经成为封丘县的代名词，种植面积10

万亩，年产值20 多亿元，金银花产业成了当
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之一。他还用自
己培育的皂荚新品种、新技术，为贫困村辉县
市柳湾村带去了科技脱贫项目，成为辉县市
农业产业扶贫示范点。

今年以来，我市共开展志愿服务培训710
次，培训人数58936人。另外，我市还推进文
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共建发展，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周”为契机，深化两中心融合，每
天集中开展一个主题活动，共开展活动1626
场，参与志愿者 14.7 万人，受益人数达 60.59
万余人。

“7·21”水灾后，我市成立志愿服务队，结
合灾后重建，走近困难群众和特定人群，开展

“灾后重建法律援助乡村行”志愿服务，深受
基层群众喜爱，得到广泛赞誉。

以辉县市、长垣市、新乡县为示范，逐步
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全覆盖，全市共建
成乡镇（街道）文明实践所 154 个，已全部覆
盖，村（社区）文明实践站3171个。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星级文明户”唱响和谐曲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志愿服务延伸群众身边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理论宣讲进入寻常百姓家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环境改善提升生活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