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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张家港：把风景“种”在田野间
杨溢杨彬

文明从单音符汇聚成磅礴乐章
张莹

马鞍
山市

创文明城市，惠万家百姓。自

2009年成功跨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以来，安徽省马鞍山市始终保持文

明创建的长效常态。2019年，马鞍山

市着力打造文明城市升级版，将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福

地、智造名城”建设，进一步提升城

市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

汗水浇灌了荣誉，荣誉又激励

城市成长。如今的马鞍山，城市品位

有效提升、发展环境显著改善、市民

素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的家

园变得更加绿色、和谐、美丽。文明

从单个跳跃的音符汇聚成一首磅礴

的乐章。

治理升级 推进常态长效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提升城

市整体文明水平和塑造城市品牌的

现实需要。

为做好文明创建工作，2019 年

年初，《马鞍山市文明创建长效管理

考评办法》正式实施，通过建立精准

考评机制，强化长效常态测评，严肃

追责问责等有效手段，推进全市文

明创建长效管理。严格执行“日督

查、周通报、月测评、季综评、年总

评”和约谈问责机制，每月在新闻媒

体上公布月测评成绩。

在此基础上，为破解创建过程

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2019 年年

末，马鞍山市文明委组织相关单

位，深入开展居民小区管理、集贸

市场管理、道路设施修复、“门前三

包”管理、交通和犬只管理、道路环

卫保洁这“六大攻坚行动”。同时，

由马鞍山市文明办对“六大攻坚行

动”开展重点测评，对测评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在新闻媒体上予以曝

光。一年多来，有关责任单位常抓

不懈、你追我赶，形成了全域文明

的良好态势。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马鞍山市

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尊重民意、

关注民情、集纳民智，积极推进文明

行为立法。

2019年以来，全市扎实开展《马

鞍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前期

立法调研和起草工作，通过实地走

访调研，建议将非机动车乱停放、小

区物业管理难、公共场所吸烟、不文

明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等内容列

为重点课题，研究制定依法行政管

理和行政强制的对应性措施。通过

市级主要媒体向广大市民和网民征

集居家生活、行路驾车、旅游参观、

公共场所等 8个方面的不文明行为

现象和对应治理措施；通过志愿者

和社区干部发放“十大不文明行为

和十大金点子”调查问卷 8000 余

份，同时借助“两微一端”开展网络

问卷调查，集中民智民意，广纳各方

建议。

从 2020 年 1月 1日起，《马鞍山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

从此，治理不文明行为上升到法治

高度。

内涵升级 打造绿色生态

全国文明城市是对城市整体实

力、内在魅力和发展活力的科学评

价，是反映一座城市综合实力和核

心竞争力的“全能指标”，是评价一

个城市最高的综合荣誉，是目前全

国影响力最大的城市品牌。而最能

从直观上体现一个城市文明程度

的，便是“环境”。

马鞍山市委九届七次全会提出

了“生态福地、智造名城”的城市定

位，并将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

长江（马鞍山）经济带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主线、主调。

以生态文明建设丰富精神文明

建设的内涵，以精神文明建设助推

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生

态文明建设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从

此，马鞍山的文明之旅，又增添了新

的内涵。

秉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

工作理念，马鞍山市在文明创建工

作中，通过环境整治、公益宣传、志

愿服务、先进评选等活动，在大力

推进美丽马鞍山建设的同时，也广

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并内化为人

们的坚定信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

行动。

在每月一次的测评考核中，马

鞍山市文明办将生态环境方面的考

查作为重点内容，把各个县区、街道

和社区的环境卫生测评作为重点，

坚持对水体状况进行抽查，对提升

各县区的生态环保意识发挥了积极

作用。

服务升级 提升市民素质

2019 年以来，马鞍山市持续深

化志愿服务，结合全覆盖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着力推进志愿服务

队伍建设，推动志愿服务活动深入

开展。建立市级指导、县（区）统领、

乡镇（街道）对接、村（社区）服务的

职责分工体系，市级组建 7 支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服务指导队，常态

指导各县（区）文明实践工作。积极

发动党员、青年、专业和社会志愿

者，广泛吸纳文艺骨干、新老乡贤、

致富能手加入新时代文明实践队

伍。发挥市总工会、市文旅局等服务

优势，打造行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点，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网络。

在积极搭建志愿服务平台的同

时，马鞍山市还积极选树先进典型，

用身边人讲述身边事，让身边事感

动身边人。2019年夏天，乡村教师叶

连平上了热搜，刷屏网络。已经 91

岁高龄的叶连平，坚守三尺讲台数

十载，退休后给村里的孩子义务辅

导英语，甘作余热生辉的“乡村烛

光”。在叶连平事迹的感召下，2019

年暑假，马鞍山几所高校的大学生

志愿者带领各自团队，积极开展“三

下乡”社会实践，为乡村的留守儿童

义务辅导功课。

2019 年，马鞍山市积极组织第

23届“双十佳”评选工作，广泛宣传

道德模范，启动“好人行”系列宣讲

活动，推荐叶连平同志当选为全国

道德模范。全社会蔚然成风的“好人

效应”，也带动形成了马鞍山好人

节、邻里节、红袖标、爱心驿站、公益

善食馆、“1+3”共建文明家园等一

大批精神文明建设特色品牌，为城

市文明添彩。

站在新起点，实现新梦想。文明

创建是一项久久为功的“耐力比

拼”，也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幸福接

力”。心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美

丽梦想，马鞍山正以争先恐后、争

分夺秒的奋斗热情，持之以恒地推

进文明创建的长效管理，不断在文

明创建的“战场”上争先进位、争创

一流。

一条网红路勾画“美丽常
阴沙”

耕地的老牛、钻地的小狗、可爱的

河豚、广袤的稻田、蜿蜒的小路……走

进位于沿江公路旁的常西社区闸北

圩，田园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来自

上海的专业团队创作的 16 幅惟妙

惟肖的 3D 手绘画，常阴沙的美丽

故事也从这里起笔。

沿江公路是贯穿常阴沙的一条

过境干道，由西向东串起了常西、常

北、常兴、常东四个社区。常阴沙因

地制宜，以沿江公路为轴，秉承“一

村一特色”的理念，打造了 10公里

沿江田园景观带。在沿江公路旁的

水杉林里建起了心理健康主题公

园、膳食文化主题公园；依托美丽河

道和健康步道，增设健身器材，打造

了运动主题公园；深挖本土知青文

化，建设了知青文化主题公园……

“村庄里藏着小公园，田野间处处

是风景，来这里旅游满眼都是‘小

清新’。”一位游客说。

近年来，常阴沙以美丽乡村、特

色田园乡村建设为契机，以发展乡

村旅游为目标，整治环境卫生，通

过沿河截污清障清垦、驳岸绿化等

方式，对园区的水环境进行了生态

治理，建成了 55 条生态河道；开展

美丽庭园建设，打造乡村田园风

光，形成了四季有绿、乡土自然的

村庄景观……目前，常阴沙已建成

省级、苏州市级美丽乡村 17 个，苏

州市康居特色村 1 个，苏州市特色

田园乡村1个。

一面记忆墙承载几多乡
愁事

捕鱼篓、收音机……在常阴沙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常北社区，刚刚

建成的年代记忆墙通过一个个老物

件，讲述着封存已久的美丽乡愁。

“想不到，家里没用的老物件，竟然

被用来打造成新景点，我也为美丽

乡村建设出了一份力。”一位常北

社区的村民说。

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原为

国营常阴沙农场。据统计，1963 年

至 1978 年间，先后有 1700 多名知

识青年在这里插队劳动。

步入常北社区全新打造的知青

文化主题公园内，“广阔天地 大有

作为”的红色标语分外醒目，谷仓、

草垛等景观布置让人仿佛一下子回

到了那个年代，展板上“采棉比赛”

“挑麦担”等一个个真实的知青故

事追忆着当年的岁月。除此之外，

常北社区还制作了“年代记忆”墙

绘和稻麦文化立体浮雕画，打造出

别具一格的乡村风貌。

在常西社区四组，路边一间白

墙红瓦的小房子便是社区新建成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这里不但可以

为附近村民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还

有志愿者定期开展垃圾分类、阅读

推广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常阴沙还

在张家港率先实现了农村垃圾分类

全覆盖，组建了 100 余人的“常小

美”垃圾分类志愿者团队，引导村民

正确分类，目前园区农村生活垃圾

知晓率达到 95%以上，分类投放准

确率达到80%，部分社区达到90%。

一片试验田托举乡村振
兴新希望

隆冬时节，来到常东社区的高

产示范方，刚刚破土的麦苗铺成了

“绿毯”。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农副办主任李新峰介绍，这片约50

多公顷的绿色防控试验田，在刚刚

过去的秋收期间创下了新纪录。这

片试验田不但产量高，颜值也高。

“我们在田埂上种上了芝麻、百日花

和香根草，每年6月至 10月是盛花

期，那时候来到这里就像走进一个

大花园。”李新峰说，种这些花花草

草不只是为了好看，还能起到诱杀

害虫的作用。害虫少了，农药的使用

也大大降低。据测算，2019年这片试

验田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42.6%，

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100%。

近年来，常阴沙紧扣“生态观

光、休闲度假、农耕体验、康体养

生”乡村旅游主线，全力打造了特

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旅游业态。常

兴社区约20多公顷的油菜花海，已

经成为农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品牌，

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常北社区村

民用不同品种的水稻在稻田里种出

美丽的稻田画，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一时间在朋友圈刷屏……常

阴沙整合旅游资源，深耕全域旅

游，把风景“种”在田野间，提升了

现代农业的“高颜值”。

本报讯（思瑜）近

日 ，在山西省介休市连

福镇西杨屯村，清扫员

李宏山驾驶着载有 12

个垃圾桶的电动三轮车

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三轮车上喇叭循环播放

着垃圾分类宣传语，李

宏山熟络地“走街串巷”

挨门挨户收集垃圾。

村民岳冬梅刚吃完

早饭，把垃圾倒进门口

的垃圾桶里。“现在，农

村也像城里一样摆放着

垃圾桶，家里的垃圾随

时扫随时清，真是太方

便了！”岳冬梅说。

据了解，介休市环卫

局在“一体式垃圾分类车

上门收集+专业化转运处

置”的“三道河模式”的基

础上，继续探索新路子，

以连福镇西杨屯村为试

点，创新出“清扫人员上

门收集+专业化转运处

置”的“西杨屯模式”。相

比“三道河模式”适合于

城郊村、旅游村等基础设

施好的农村，“西杨屯模

式”更加便捷、经济、高

效。目前，这种“不出门就实现垃圾分

类”的“西杨屯模式”已在全市35个

村推行，深受群众肯定。

“我们在村内设置了垃圾分类

收集点，每辆电动三轮车上放12个

桶，其中11个其他垃圾桶、1个有害

垃圾桶，并在本村选择清运员，最大

限度地发挥属地效应，收集覆盖率

可达 100%，真正做到了垃圾分类

‘不出门’，让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更

加接地气了！”环卫局清扫公司经理

宋越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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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网红公路在江苏张家港市民朋友圈刷屏，这便是贯穿张家

港市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沿江公路。由西向东，3D 手绘艺术村、知

青文化主题公园、年代记忆墙、彩色稻田画……一个个“网红”村落串珠成

链、一步一景，擘画了美丽乡村的新画像。

作为张家港唯一以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休闲旅游”为主的板块，常

阴沙正朝着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目标全力

冲刺。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党工委书记陈雪明表示：“通过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常阴沙要把风景建在田埂上，将乡愁刻在田野间，书写出‘美丽

常阴沙’的新篇章。”

（上接B1版）
据介绍，自 2015 年以来，黄志

金不仅加入了民间河长志愿服务

队，还加入了环保志愿服务队、民间

调解志愿服务队等志愿服务队伍，

每天都忙着维护社区环境卫生、调

解居民纠纷、帮助困难群众等志愿

服务工作，现已义务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 500 余次，在他的带领下一批

批社区居民积极加入志愿服务活动

中。2019 年 7 月，黄志金获评社区

“十佳好人”。

黄 志 金 是 化 工 路 社 区 现 有 的

1400余名志愿者中的一位。与黄志金

一样，社区里的每一名志愿者都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尽己所能地为这

个“社区大家庭”贡献力量。目前，化

工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致力于

打造磐石先锋志愿服务品牌，已成立

了民间河长志愿服务队、环保志愿服

务队等 30余支新时代文明志愿服务

队伍。

为了激励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

志愿服务活动，化工路社区也制定

了相应的志愿服务积分细则。“环境

卫生——义务参与环境卫生集中整

治积 2 分/次；送餐——为行动不便

的 80岁以上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积 5 分/次……”在忆川化·邻聚楼 1

楼的邻聚小管家工作室的墙上，《化

工路社区志愿服务积分细则》明确

地注明了 17项志愿服务内容的积分

值，1 积分等于 1 元。社区里的每一

名志愿者都持有一张“大弯街道化

工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卡”，志愿者每参与一次志愿服务可

到相关工作人员处进行认定并集印

章一枚，积分可到社区便民食堂、便

民超市、理发店等地按市场价兑换

相应物品及服务。这是社区对志愿

者的爱心回馈。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上午，星耀志

愿服务队的何立秀便用志愿服务卡

上的 20 个积分到忆川化·五村小卖

部便民超市兑换了总价值为 20元的

一瓶酱油和一包榨菜。

据了解，忆川化·五村小卖部便

民超市内设有志愿积分兑换点，建有

志愿公益专柜，志愿者们凭志愿服务

卡便可在志愿公益专柜兑换自己的

爱心商品，包括酱油、醋、料酒、味精、

榨菜、奶茶等生活用品。

夕阳互助

搭建邻里沟通桥梁

“喂，老张，走，买菜去！”

“好的，老王，你在楼下等我一

下，我收拾收拾就下来。”

这样的电话通话内容时常发生

在家住化工路社区侨家大院小区的

王玉娥和张群仙两位空巢老人之间。

今年 1 月，化工路社区开展了“守望

相助，邻里相亲”活动，78 岁的王玉

娥和 77岁的张群仙便在这时自主结

成对子。

“我们俩的老伴都去世了，儿

子、女儿也都在外地工作，她住 1 单

元，我住 2 单元，结成对子后，我们

更是形影不离，老老互助，一起散

步、买菜，每天都要相互帮着做这样

做那样。”王玉娥告诉记者，结成对

子后，她和张群仙相互照顾，不仅生

活不孤单了，在外工作的孩子们也

安心不少。

采访中，王玉娥的右手上一直

佩戴着“新时代川化大妈”红袖标。

记者了解到，王玉娥也是化工路社

区的老年人互助服务项目“川化大

妈”的成员。

2019 年 10 月 28 日，化工路社

区“川化大妈”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伍正式成立，成员皆为 55 岁

以上的退休老人，以小区安全防范、

环境卫生治理、邻里守望等为服务

内容。

“力所能及地帮行动不便的老

人拎个东西上来，看到老人下楼时

不方便上前扶一把……这些生活中

随意而为的小事皆是‘川化大妈’义

务服务的内容。”侨家大院“川化大

妈”小组长袁帮秀对记者说道，侨家

大院“川化大妈”志愿服务队现有

54 名成员，年龄最小的 55 岁，最大

的 91 岁。

“成立‘川化大妈’志愿服务队伍

主要是为了搭建居民沟通交流的平

台，进一步宣传助老爱老理念，号召

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夕阳互助服

务中来。”据钟会萍介绍，目前化工路

社区的全部小区院落均成立了“川化

大妈”志愿服务队伍，成员仍在持续

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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