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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邹辉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新春佳节临近，走进高唐县固河镇，
吸引人的不仅有整洁的村容、优美的环
境，更有文明的乡风、淳朴的民风。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更是重
要内容。近年来，固河镇以村规民约、榜
样引领、赋分争优为载体，全面推进乡村
文明建设，乡村治理体系日益完善，乡村
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为乡村治理立规

“后吴村，是宝地；民风淳，人称奇。
国有法，村有规；本条约，须牢记……”1月
15日，记者在固河镇后吴村看到，文明宣
传栏内的村规民约展板格外醒目，内容朗
朗上口，句句在理，字字入心。以“做文明
村民，创美好家园”为主题的村规民约规
定了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
公德等，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村民的行为。

改陋习、减负担、反铺张是当前乡村
文明建设的重点，后吴村将“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纳入村规民约，做实红白事“减
负”文章，让彩礼限“高”，陪嫁“瘦身”，不
攀比、不铺张已蔚然成风。村党支部书记
李树龙介绍，村规民约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村委会将定期组织党员、村民代表入
户调研，及时掌握村规民约实施效果，并
对不符合村情的内容及时修正，增加务实
管用的新条款。

乡风要美，美在文明；民风要正，正在
村规。固河镇坚持把乡风文明建设作为
重中之重，充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所，把村规民约作为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和
公共道德、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和培育文明
乡风的重要抓手，深化挖掘和汲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开展
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推动村规民约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使广大村民正确认识村
规民约，做到人人参与、自觉遵守，进一步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点亮榜样“聚光灯”

“俺家已经连续3年获评移风易俗示
范户了。”1月15日，前辛村村民吴洪海自

豪地说。
好的榜样，是生动的道德标杆。固河

镇以家庭这个最小社会“细胞”为切入点，
积极组织尊老爱幼、崇德向善宣传活动，
定期开展星级文明户、身边好人、最美庭
院等评选活动，挖掘群众身边的凡人善举
和好人事迹，从孝顺父母的家庭小事到关
爱邻里的互助行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发挥榜样的引导激励作用，真正让榜
样成为了引领文明力量的“道德光源”，让
学习榜样释放“涟漪效应”。

弘扬真善美，汇聚正能量。固河镇坚
持把群众评议贯穿选树全过程，在评选对
象的推荐、评议、确定等各个环节，全程引
入群众口碑评价机制。截至目前，固河镇
共评选星级文明户118户，美丽庭院示范
户 260 户，道德榜样 36 人，让群众学有典
型、学有榜样，为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建
设注入了强劲的精神文明动力。

小积分记录大变化

“俺用自己获得的15个红星兑换了两
桶洗衣液、两盒豆瓣酱、一瓶酱油，这些东

西都是家里的必需品。”1月14日，固河镇
崔堂村村民浦俊明来到村里的美德信用

“星级超市”，在“美丽庭院”“勤俭持家”
“移风易俗”等活动中获得的红星兑换了
心仪的物品。

行动变积分，积分换商品。为激励村
民积极践行美德，去年以来，固河镇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全镇18个行政村
设立了“道德积分榜”，新建“星级超市”8
处。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评分细
则，村民在尊老爱幼、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等方面的善举都能获得相应的积分，明确
了“文明者有奖励、道德者有奖励、勤劳者
有奖励”的激励制度，真正把任务命令式
转变为激励引导式，大大调动了村民参与
德治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了户户争做文明
新风标兵的良好氛围。

固河镇还在各村组建了村民德治评
议小组，公平公正地对村民的日常行为进
行评议监督，对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及时
进行劝导纠正，引导村民自觉规范言行，
提升道德素养。

德治润养文明乡风
——固河镇推进乡村文明建设观察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任倩倩

“进了腊月门，就得赶年集准备年货
了，现在大集上各种年货应有尽有，还能
看到舞龙表演，真是太好了，希望以后多
举办这类活动。”1月12日，茌平区杨官屯
乡潘东网格村村民吴焕成说。

年味渐浓，这段时间，杨官屯乡的大
集上总会有舞龙表演。队员身着盛装，锣
鼓声中脚步轻盈欢快，摆出的各种造型令
现场观众赞叹不已。

“舞龙是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深受
大家欢迎，我们村的这支志愿服务队伍丰
富了周边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要

让这支队伍壮大起来，为村民送去更多欢
乐。”郎庄网格村党支部书记郎学文说。

一堂堂妙趣横生的理论宣讲、一项项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一场场如火如荼的
志愿活动……杨官屯乡坚持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贴近群众、融入生活，打通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引领群众、关心群众、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杨官屯乡以“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
就延伸到哪里”为目标，始终将夯实新时
代文明实践成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强化
阵地统筹、资源共享。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杨官屯乡聚焦理论宣讲、健康
知识普及、移风易俗、文艺文化服务等领
域，打造“文润悦‘杨’”“微笑夕阳”等品牌

服务项目，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普
惠活动400余场。

杨官屯乡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作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的重要突破口，不断丰富活动形式，
优化服务内容，将传统节日与各类文化活
动作为提升群众道德水平的重要载体，组
织开展“梦想大舞台”、“蒲公英的旅行”志
愿行、“运河大集”、一年一村一场戏、村晚
等丰富多彩的才艺展演活动，动员辖区近
千名群众参与展演。围绕春节、元宵、端
午、七夕、中秋等传统节日，杨官屯乡推出

“我们的节日”特色项目活动10余场，持续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常态化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学

雷锋行动”“网络文明周”“义诊日”“宪法
日”等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带动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

此外，杨官屯乡不断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该乡把
移风易俗写入村规民约，发挥村委会、红
白理事会等作用，做好事前引导；创编移
风易俗文艺节目并推荐参加群众性小戏
小剧展演，结合“赶大集”“一年一村一场
戏”“豫剧下村”等活动进行宣传宣讲，累
计发放移风易俗倡议等宣传单页 800 余
份；组织辖区各党支部开展“党员干部做
表率、移风易俗树新风”主题党日活动，
700多名党员干部示范带动，为群众树立
榜样和标杆。

在新的一年，杨官屯乡将继续锚定理
论宣讲、文明实践、服务惠民、文明培育
等，以文明素养提升辖区品质，以实践之
力奏响文明强音。

志愿服务迎“春”起

1 月 14 日，在东昌府区沙镇
镇侯家村，菜农在大棚内移栽西
红柿苗。眼下虽是寒冬时节，但
在东昌府区的温室大棚内却已
是一派春意盎然，农民们正忙着
在大棚内移栽西葫、茄子、西红
柿等各种菜苗，绘出增收好“丰
景”。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呼静茹

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1月10日，冠县斜店乡新农村夜校健身
舞线上直播教学活动在乡党群服务中心举行，进一步丰富辖区群众
业余文化生活，加强他们运动健身的意识。

寒意渐浓，夜校活动暖身心。本次活动采取微信视频号直播的
方式开展线上健身舞教学活动，为辖区健身爱好者搭建一个学习交
流的平台。活动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为辖区健身爱
好者讲授健身操运动知识，示范讲解动作要领，让大家快速进入锻炼
状态，体验健身运动的乐趣。

活动开始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员们开始舞前热身，让身体得到
足够的伸展。随后学员们开始跟着老师的动作进行学习。伴随着欢
快的音乐节奏，学员们伸展手臂，左右转身，上下跳动，认真做好每一
个动作，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最后老师对学员进行动作分解示
范，传授经验，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活动现场的郭大姐表示，这次健身舞活动，老师教得很好，学员
们也学得认真，身心感觉很舒畅，希望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本次
活动吸引了220余名群众在线观看。

斜店乡

新农村夜校暖身心

本报讯（记者 张颖 通讯员 张清强）“矛调中心的同志仅用2
天时间就帮我们讨回了工资，真是太感谢了。”1月15日，说起自己的
讨薪经历，冠县居民刘彩霞言语间都是感谢。

此前，刘彩霞等9人曾就职于清泉街道楼宇商圈某公司，离职后
对公司拖欠的工资及绩效共计3.6万元多次讨要未果，无奈之下向清
泉街道“一站式”矛调中心求助。矛盾调解人员联合街道人社所、红
旗社区、冠县劳动仲裁院等部门，开展面对面协商调解，并最终促使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年终岁尾是农民工工资结算高峰期，也是欠薪问题高发期。针
对辖区中小微企业众多的实际，清泉街道依托“一站式”矛调中心，开
辟劳资纠纷“绿色通道”。该街道整合人社所、综治办、司法所、派出
所、市场监督所、工会等部门力量，组建专业“智援服务队”，针对用工
薪资问题逐个企业“过筛子”，提前筑牢“防火墙”，同时，畅通信访、网
络、电话等多元投诉渠道，创新构建法律援助、劳动保障监察、争议调
处于一体化联动工作机制，确保欠薪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化解和
处置，显著提升了维权服务的便捷性和时效性。

“我们在工作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劳资纠纷化解，确保农民工足
额带薪回家过年，让他们都能过个幸福年、安‘薪’年。”清泉街道党工
委书记高秀龙表示，清泉街道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为辖
区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清泉街道

解决群众过年烦“薪”事

本报讯（通讯员 冯传颖 朱艳荣） 1月14日，笔者从阳谷县狮
子楼街道了解到，连日来，该街道组织开展春节前消防安全、安全生
产隐患排查与宣传工作，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让
辖区居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传统佳节。

全面排查一氧化碳隐患。党员干部、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村庄，
入户向群众面对面宣传冬季安全用火用气和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相关
知识，检查取暖设施、房间通风等。围绕空巢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
等重点人群开展排查，发挥村干部、网格员、老党员等群体的作用，逐
户摸底排查，摸清辖区内供暖用户人群底数，针对不同取暖方式建立
完善工作台账。

紧盯安全生产重点环节。开展网格化巡查，对重点场所用气用
电、环境卫生、消防设施等进行实地检查，查找安全薄弱环节，建立责
任清单、问题清单，强化整改措施落实。通过对各领域的安全工作进
行全面检查，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各项责任和措施落实到
位，预防安全事故发生。

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力度。通过送法上门、微信群、村大喇叭、悬
挂横幅等方式，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持续开展多种
形式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教育引导群众了解安全知识，掌握应
急处理技能，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狮子楼街道

把好节前安全关

■ 文/图 本报记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周长祥 韩雪

近年来，冠县辛集镇积极发挥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的作用，立足本地实际，不断
探索废旧坑塘的开发利用新路径，成功实
现了改善人居环境、拓宽致富渠道、增加
集体收入的共赢。

春节临近，辛集镇五岔路村的莲藕迎
来了丰收。1月15日，记者看到藕农们正
在坑塘里采收莲藕，他们动作娴熟，一根
根莲藕很快便挣脱出泥泞，露出白胖的身
形。五岔路村党支部书记宋以平说：“你
看这个藕，又粗又大，挖出来马上就能打
包发往全国各地。”

在藕池的岸边，同样热闹非凡。村民
们架起炉灶，将新鲜的莲藕送上餐桌。经
过切片、夹馅、挂面糊后油炸，炸至两面金
黄，阵阵香味扑鼻而来。村民们围站在一
起，边做边吃，其乐融融。宋以平告诉记
者，通过莲藕和泥鳅的种养结合模式，为

村里增收了30余万元。下一步，他们将继
续开发剩余的40亩闲置坑塘，进一步增加
集体收入。

辛集镇电商助农团队将直播间搭到
了采摘现场，在线展示新鲜采摘和制作藕
盒的过程，并与观众热情互动，成功吸引

了众多消费者下单。为了培养更多电商
人才，辛集镇利用新农村夜校平台开展教
学，手把手教农户直播带货，助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近年来，辛集镇通过梳理闲置资产、
项目盘活带动的方式，对全镇111处共计
780余亩坑塘进行了改造提升。他们因地
制宜地发展出了莲藕种植、电商锦鲤、休
闲文旅等多元化产业，真正做到了让沉睡
资源变废为宝，成功打造“水韵农乡”特色
品牌。

辛集镇副镇长曹洪涛说，该镇推动实
现生态保护、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的“三
方”共赢，激活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

近年来，冠县聚焦“富民强镇”目标，
坚持“以水为媒”路径，不断创新模式、改
革举措，成功盘活了废弃低效坑塘。目
前，冠县已为55个村庄的879.3亩坑塘依
法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证》，规划打造了
40余处生态坑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
动力。

坑塘“变身”泥生金

本报讯（通讯员 刘加明 刘文军） 1月14日，走进茌平区乐平
铺镇崔徐村的草莓大棚内，一颗颗草莓宛如宝石镶嵌于绿叶间，个个
饱满圆润，散发着香甜气息，让人垂涎欲滴。

在供应市场的同时，草莓采摘园也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品尝采
摘。大棚里，不少游客带着孩子手提塑料筐穿梭其中，体验田园采摘
乐趣，享受亲子时光。“我们有白草莓、香野、妙香等多个品种，口感
好，个头也比较大。”种植户吴霞说，“草莓的采摘期从每年12月持续
到来年5月份，3个大棚的草莓地成了我家的增收‘宝地’。”

“为确保草莓的品质和口感，我坚持绿色种植理念，运用了先进
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采用蜜蜂授粉，拒绝打药和使用催熟剂、膨
大剂，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和施肥量，确保每一颗草莓都安全、健康、
无污染，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吴霞介绍，“草莓上市不仅为居民和游
客提供了休闲采摘的好去处，也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新亮点。”

近年来，乐平铺镇依托黑龙江路、济聊一级公路等交通优势，积
极探索现代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新思路，大力推进农文旅融合
发展，让“采摘”成为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从而带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乐平铺镇

草莓抢“鲜”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