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精神文明网）网址 http://www.jswmw.com.cn 全国发行代号 61-1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5

J I N G S H E N W E N M I N G B A O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决定书》编号（川市监广登字［2019］0001号） 电子信箱：jswmb-bjb@163.com 定价：月价34元 季价99元 全年价398元 责任编辑 任维佳

精神文明网 报社官方微信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新闻图片摄影赛

九寨沟杯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九寨沟风景名胜管理局协办

2019年 6月27日 星期四 今日 版88

本报讯（丽文）日前，为进一步

提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水平，

云南省丽江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指挥部制订并印发《丽江市 2019 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补短板 促提

升”重点工作攻坚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要求，要把思想认识统一

到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决策部署上

来，真正把创文工作作为一把手工

程，把创文工作与单位的本职工作有

机结合；各县（区）、市直部门要认真

学习评测体系，准确把握指标要求，

扎实做好摸底排查，以问题为导向，

结合单位实际制订整改方案。加强统

筹协调，夯实单位责任，严格督查考

核，补齐工作机制短板，在狠抓落实

上下功夫。重点围绕城市道路、公共

卫生间、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公共绿

化带等 12 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明确

每一项工作的整改措施、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补齐公共基础

设施上的短板，在提升城市品质能级

上下功夫。

《方案》要求，要提高认识，高度

重视。2019 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关键之年，也是决战之年，关系到

云南省丽江市能否进入2020年的综

合评测。各县（区）党委政府、各责任

单位要高度重视“补短板、促提升”工

作，严格按照方案要求，提高政治站

位，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各项任务的

完成。

云南丽江印发《方案》推进“补短板、促提升”工作

办红白家事，搬迁、孩子升学、子

女满月，凡新事简办，在村办酒店办

酒席不超过 5桌，且不超过 1000 元

标准，可打5折，村里提供婚车、司仪

服务，还给10000元补贴；村民过年

过节拍了全家福，村里每年每户奖

500元；村民家庭10年内没有婆媳矛

盾、妯娌矛盾等家庭纠纷的，村里一

次性奖励 3000 元——最近，安徽宣

城市宣州区花园村这份“接地气”、物

质与精神双奖励、以奖代罚的“新村

规民约”，引起了广泛关注。

幸福也是生产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小家幸福

才能大家和谐。经济发展走上快车

道的花园村，实行精神奖励与物质

奖励并重，激励更多村民以她们为

榜样，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11年

来带领花园村实现经济转型快速发

展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

开富，对村里的家庭文明建设如数

家珍。

2018 年下半年，经过几个月的

酝酿、征求村民意见，花园村的新村

规民约最终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并

实施。新村规民约更能体现花园村

的“幸福经”，也更具可操作性。

笔者注意到，新村规民约分五

大部分，共16条，全文不足千字，简

洁明了。其中比较醒目的，是第三部

分“家庭和谐得幸福”。其中第一条

规定：凡花园村村民，端午节、中秋

节或春节三大节日中，提供一张全

家团圆的合照，即可领取 500 元奖

金，每年可领取一次；第三条规定：

凡花园村村民，家庭 10年没有发生

一起婆媳矛盾、妯娌矛盾等家庭纠

纷 的 ，村 委 会 给 予 一 次 性 奖 励

3000元。

“花园村发展的实践证明，和

谐幸福的家庭是个人努力奋斗的

稳固后方，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

基础，夯实发展之基，至关重要”，

全程主导村规民约修订的李开富，

对此有着切身感受。

2008 年初，李开富在村庄陷入

发展之困时接过“重担”。花园村在

“股改”后的转型发展中，几度遭遇

资金难题，李开富和村两委几位班

子成员，毅然拿出自家的房产证做

抵押贷款，“若没有和谐强大的家庭

做后盾，我们很难坚持，花园村当时

的发展瓶颈可能很难突破”，李开

富说。

村民的“和谐幸福经”

扎根花园村 10 年、喜欢走村串

户跟村民聊天的村党总支副书记汤

恒云也注意到，花园村的发展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全村人的和睦共处：

“我们村有特别多好婆媳、好妯娌，

女性和谐是家庭和谐的基础，家庭

和谐成就了淳朴文明的乡风，所以

我们花园村民心特别齐。”

58 岁的陈春兰，一家六口住在

一套 105 平方米的楼房里。三代同

堂，难免有个磕磕碰碰，“嫁进来 6

年，我跟婆婆从没红过脸”，刚满 30

岁的媳妇葛慧笑着说：“公婆啥事都

为我们着想，体谅我们工作忙，没时

间做家务、带孩子，本来该我们年轻

人做的事，都帮我们分担了，除了感

谢还能说什么。”

说话就带笑的陈春兰，早年也

是跟婆婆住一起：“都是当媳妇过来

的，知道媳妇的难处。媳妇也是人家

的宝贝，也不是为了给我们做家务

活的。再说了，以前我们家的家务活

都是我家那口子做，我婆婆也从没

挑三拣四，我又有啥道理来挑剔我

媳妇？正好我家就这一个儿子，我就

把媳妇当亲闺女了。”

同样跟公婆住在一起的，还有

“90后”女孩刘金娣。婆婆吴启清自

见面时就把刘金娣当成了自己的女

儿。吴启清退休前在社区任职，刘金

娣结婚后，先后在村委会和城乡办

事处工作，“平时她工作上遇到难题

和不顺心的事，总爱跟我聊，我就给

她出主意想办法，也鼓励她要不怕

吃苦，多动脑筋。”吴启清说。

在花园村，还有很多像她们一

样的好婆媳、好妯娌、好姑嫂。“近期

我们将表彰新村规民约实施后的第

一批好婆媳、好妯娌，全部由村邻推

荐、村民小组上报，都是在村里有口

皆碑，具有榜样作用的好家庭”，汤

恒云说：“以奖代罚的新村规民约实

施半年来，全村家庭和睦的氛围也

愈加浓厚。”

红白家事简办树新风正气

“新村规民约对老百姓的生活

和花园村发展有利，我们当然要执

行，作为党员，我们还要带头执行做

表率。”铿锵有力说出这些话的，叫

鲁大庆，是花园村的老党员。

今年年初，鲁大庆家添了第一个

孙儿，“放在过去，必须到县城的酒店

摆上个几十桌，赶去庆贺的，没500块

钱面子上也过不去”，李开富找到鲁大

庆，话还没出口，鲁大庆直摆手：“书记

放心，移风易俗，党员肯定得带头。”

鲁大庆全家一分钱礼金没收，

只在村办酒店办了三桌，请了几家

至亲热闹热闹。“礼金其实都是人情

债，有来就得有往，过去不堪重负，

现在新事新办反倒轻松了”，鲁大庆

特别有感触：“这次不光免了大操大

办、人情往来的疲累，酒席打了五

折，村里还给了奖励。对孩子也是个

好榜样，一样的喜庆。”

新村规民约的广泛宣传、以奖

代罚的新颖方式、村两委干部和党

员带头示范，让花园村村民感受到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为家庭和村庄

发展带来的实惠，逐步自觉践行。

安徽宣城花园村以“村规民约”
解密幸福生活密码

王蓓

在浙江省桐庐县，一大早从西

武山村赶来的“鸡毛换糖店”店长陈

彩霞，兴致勃勃地参加旧县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鸡毛换糖”全覆盖启

动开业仪式，如数家珍地介绍起“鸡

毛换糖”的好处与经验。

“以前，垃圾分类都是党员干部

下村督查倒逼推进，村民们缺乏主

动性。”她说，“鸡毛换糖店”的“生

意”越来越好，大伙观念变了，积极

性被激发出来了，全域化、全民化成

了村民们建设美丽家园的新时尚。

这不仅是陈彩霞的切身体会。如果

你到村里问一问，十有八九的人会

说垃圾分类好。

旧县街道地处城郊接合部，“鸡

毛换糖店”每月逢十营业，50 只塑

料袋兑换鸡精一包，20个塑料瓶子

兑换牙膏一支，易拉罐换取学习用

品……新颖的兑换方式，不仅改变

了村民随手丢垃圾的习惯，也让原

本经济落后、环境堪忧的小山村，成

为了闻名全国的“网红村”。

放眼全县，除了“鸡毛换糖”，各

地还相继探索出了“合基金”“美丽

基金”“身份追溯”、星级评比、红黑

榜单等一系列自治化模式。比如分

水镇后岩村，早在 2 年前就首创了

“美丽基金”志愿服务。今年5月，这

项举措又升级成为“美家美德”微积

分，通过对垃圾分类等进行打分，满

分 60分奖励美丽基金 500元，55分

至 59分奖励美丽基金400元，51分

至54分奖励美丽基金300元。

为进一步提高分类正确率，桐

庐县按照“简便易行、大类粗分”

原则，在农村地区鼓励将垃圾分可

堆肥与不可堆肥（通俗称可腐烂和

不可腐烂）两类进行分类收集。利

用“烂”与“蓝”谐音的方式告诉农

户，会烂（可堆肥）的垃圾放蓝色

的桶、不会烂（不可堆肥）的放黄

色的桶，简单明了，老百姓容易接

受也分得好。

不断创新的自治化模式，大幅

提升了村民的环保意识。在这个基

础上，桐庐县积极探索智能化监管

与市场化运作新路子，形成了一条

绿色生态产业链。比如，智能生态垃

圾分类系统会记录投放人的身份信

息、投放时间、垃圾类别和重量。管

理员可通过手机智能化垃圾分类

APP处理系统实时查看收集员每天

收集路线、工作饱和度等，并对分类

情况进行数据统计、评价，实现问题

查摆、反馈闭环。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宝贝。有了

源头分类的扎实基础，桐庐县环境

保护监测站会同中科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在研发出微生物发酵资源

化处置设备的同时，引入企业管理，

注册“世外桃源”品牌有机肥，目前

已在省内 110 家超市及县内 111 家

民宿、景点、花鸟市场上架销售，每

包售价达 6.6 元。目前，桐庐县每年

生活垃圾有机肥上市销售和协议供

肥收益可达150万元。

数据显示，桐庐生活垃圾源头

分类工作知晓率由 2011 年的 15%

上升至2018年的 95%以上，11万户

共 32.3 万名村民全部参与垃圾分

类，分类正确率达85%以上，越来越

多的行政村取消了农村保洁员岗

位，实现年减少垃圾焚烧量 3.3 万

吨、年产垃圾有机肥9000余吨。

垃圾放对能换奖品
将“鸡毛换糖”全覆盖
明文

6 月 26 日是国际禁毒日（国

际反毒品日），江苏省泗洪县公

安局组织数百名干警进辖区宣

讲毒品对人的危害性，让居民

牢固树立拒毒防毒的意识。图

为泗洪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

出所民警在辖管社区向居民宣

讲毒品的危害。 张正友 摄

肇庆：“好人工作室”
凝聚正能量引领文明新风

本报讯（杜杏玲 梁晓文）近日，广

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首个“好人工作

室”在南岸街道南亭社区老人青少年

活动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据了解，按照高要区委、区政府的

工作部署，该区充分整合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学雷

锋志愿服务点等阵地资源，成立“好人

工作室”。以“好人”命名工作室，并加

挂“好人工作室”标识牌，完善管理制

度并上墙。笔者在现场看到，“好人工

作室”内设置了“善行天下”“孝为先、

善作魂、知礼仪、勤为本”等内容的公

益宣传，营造出浓厚的文明氛围。

“中国好人”、“肇庆市道德模范”

黄丽群是高要区南岸街道南亭社区

志愿服务队队长，二十多年来，她开

展各种各样的服务活动，教育、帮助

过无数青少年和群众，从未得过一分

报酬。“这个工作室的成立，让我深感

荣誉，也感到责任重大。今后，我会更

好地利用这个活动场地，让更多的志

愿者和居民，参与到爱心活动当中。”

黄丽群说。

黄梅戏进课堂
湖北竹山520名小学生
变身“小戏迷”

本报讯(朱本双 陈耀华)近日，在

湖北省竹山县得胜镇小学校园里，悠

扬婉转的黄梅调萦绕耳畔，虽稚嫩却

别有一番韵味，该校 520名小学生正

用心表演和感受着黄梅戏这一传统

文化的魅力，小戏迷们的一招一式，

充满戏曲韵味。手、眼、身、步配合协

调，时而可爱、时而大方、时而柔情、

时而爽朗，唱念做打，有模有样。

“我校是‘相守计划’项目学校，

有学生1145人。去年以来，学校依托

‘相守计划’‘开口有益’类型项目，开

设了黄梅戏戏曲课这一特色教育，将

一些经典的唱段引入课堂。在活动展

示方面，还积极组织学生开展黄梅戏

经典名段演唱会、戏曲沙龙、黄梅戏

知识竞赛、黄梅戏展演等展示活动，

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接触、用心

感知，这样寓教于乐，学生不仅能认

知传统文化，更能从中收获快乐，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产生浓厚的学习

兴趣。”得胜镇小学负责人介绍。

浙江
桐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