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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巢湖烔炀镇：
“路灯下的课堂”照亮百姓心

巢文

党建引领激活一池春水
——山西省平遥县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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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平遥县委坚持把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
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抓，认
真贯彻市委基层党建“一带三创全
域升级”部署要求，以“五地一产”
入市改革为牵引，以“五个一”集成
升级为抓手，深入实施“消薄壮大”
专项行动，全力推动扩面、提质、增
效，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之路。

从“要我发展”到“我
要发展”

平遥县委坚持把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作为“书记工程”，作为基
层党建考核重要内容，制发《关于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指导意
见》《平遥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破零”行动工作方案》，逐年确
定目标任务，推动“县有总规、乡
有规划、村有计划”，建立县、乡、
村三级台账，将工作部署会“一杆
子”开进村里。

今年伊始，平遥县委认真贯
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统筹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部署要求，常委会专题研
究，第一时间布局启动18个扶持
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找准“消薄”
发力点、拓展“壮大”增长点。县级
财政配套500万元扶持资金，成
立10个部门组成的项目专班，开
展3轮县级评审，精准选村上项，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推动集
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从“抓而无力”到“破
题开局”

村级集体经济要实现“破茧成
蝶”，选优配强“领头雁”是关键。近
年来，平遥县累计下派驻村第一书
记40名，选派36名机关事业单位
干部到村担任党组织书记，全面推
行农村“两委”主干“一肩挑”，引导
村级党组织发挥支部领导核心地
位，解决村级党组织因软弱涣散无
力抓集体经济的问题。

平遥县向205个村集体注入
1.48亿元专项扶贫资金，实施集
体经济提升项目107个，形成的
经营性资产年收益将达到 1149
万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
得阶段性成效，全县333个村组
完成清产核资，完成比例100%；
股权量化完成村组330个，挂牌
成立 221 个股份经济合作社和
109个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

累计分红500余万元。

从“单打独斗”到“抱
团发展”

平遥县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原则，采取乡党委牵头、村村抱
团发展的模式。长山药是平遥“三
宝之一”，岳壁乡是传统种植片
区，岳北等周边6村种植面积近
1000亩，但各村各自为战、分散经
营。岳壁乡党委反复调研后确定

“岳壁乡长山药小镇”项目，整合分
散资源资产，促使6个村“拧成一
股绳”，共同发展，形成整体效应。

实现“抱团取暖”，让发展成
果惠及各方是基础。东泉镇水磨
头村党组织上联企业下联农户，依
托本村传统产业，按照“党支部+
经济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用活
60万元集体经济扶持资金，同中
药材合作社联合创设中药材粗加
工点，打造家门口的扶贫产业。段
村镇阮廉庄村创办矿泉水生产项
目，探索形成保底收益的分配机

制，今年年底预计实现45万元利
润额，村集体收入10.35万元，村
民每户收入1053元。

从“一枝独秀”到“百
花齐放”

平遥县积极调整产业布局，
坚持在产业发展基础上发展集体
经济，在落实市委“六条路径”基
础上，逐步构建“资金跟着产业
走、项目推着产业走”的融合式发
展模式，初步形成了以商贸旅游
三产为主的城郊区，以种植业托
管、养殖业为主导的河西片区，以
乡村旅游、干鲜果、杂粮为主的东
部丘陵山区三大资源主导区域，
构建起了七大融合发展模式 30
余种具体发展路径。

今年，平遥县积极争取财政
扶持政策，加快推动村级集体经
济多点并进、全面开花。目前，18
个项目建设主体已全部完工，撬
动村级自筹或企业投入907.03万
元，9个项目已达产见效。

“2021 年 1月 1日起，民法
典正式施行，在离婚方面，民法
典规定了三十天‘冷静期’。自
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
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
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
记 机 关 撤 回 离 婚 登 记 申
请”——这是前不久安徽省巢
湖市烔炀镇“路灯下的课堂”一
场普法课的内容。近年来，烔炀
镇坚持“党建引领、创新驱动、
因地制宜、三治融合”基本原
则，有效发挥德治、自治、法治
的“乘数效应”，创新“路灯下的
课堂”宣传形式，实现了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
互动，激发群众自治活力。

创新突破 “路灯下的
课堂”应运而生

“党的政策宣传依赖于传统
‘你听我说’的课堂，互动性不
够，群众参与度不高”“农忙时
节，农民白天在田间劳作，基本
没有时间参加各种集中宣传活
动”……为改变这一局面，打通
居民了解政策的路径，烔炀镇党

委研究决定把课堂搬到路灯下，
把上课时间改为晚饭后，以聊
天、话家常的形式，走到村民中
宣传党的政策和上级精神，进一
步提高党员群众思想认识。

“扶贫不是发钱，脱贫不是
养懒汉”……2020年5月27日，
在路灯下，凤凰村第一书记程序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讲解“两会”
精神，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

这课堂并非一个人的“脱口
秀”，现场村民也展开热烈讨论。
老党员张克和用直白的方言讲
身边变化、谈心里感受：“水泥路
都修到了家门口，旱厕也改了，
夜晚也有路灯了，我们老人手里
有钱用了，现在党的政策太好
了，国家对我们太关心了。”

“路灯下的课堂”开展以来，
在烔炀镇引起强烈反响，其余16
个村（社区）纷纷积极行动，如
今，这样的作法已在该镇形成一
股新潮流。

搭建平台 为民服务直
达群众身边

“路灯下的课堂”不仅仅是

宣传的课堂，同样也是为民服务
的“直通车”。针对全市正在全力
推进的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电动
车安全出行等工作，镇党委集结
文明办、民政所等职能部门，联
合烔炀交警中队、派出所等单
位，以“路灯下的课堂”为平台，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针对农村大部分老人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的实际问题，镇医
保办工作人员在“路灯下的课
堂”活动现场，帮助老年人激活
医保电子凭证。老祖村村民祖凤
年激动地说：“我们老年人大部
分用老年机，搞这个东西不行，
现在你们这样一步步地帮我们，
一点也不嫌麻烦，真好！”

借着“路灯下的课堂”的东
风，镇文明办组织志愿者一边
给现场群众发放宣传资料，一
边和群众热情交流，宣传讲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门前三
包”等相关内容。烔炀交警中队
民警还为村民带去了别开生面
的电动车出行安全知识课，为
村民讲解交通法规和处罚规
定，定期做好电动车安全性能
检查等知识。

破旧立新 移风易俗倡
导文明新风

为使“路灯下的课堂”更加
接地气，烔炀镇采取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大力倡导“讲文明、树
新风”理念，号召村民做移风易
俗的倡导者、宣传者、践行者。

现在，移风易俗展演节目
《三句半》已经成了“路灯下的课
堂”的重头戏，用乡音土话生动
地演绎了“新婚恋观与陈规陋
习”的冲突、“勤俭节约与大操大
办”的抗争、“提倡零彩礼与索要

‘天价’彩礼”的对决，倡树文明
新风。“啼笑皆非，却又发人深
省!”“以前的一些老观念是得改
改了，以后我家孩子结婚也得办
得简单点。”现场观众感慨道。

音舞快板《古镇烔炀展新颜》
唱出古镇新貌，以文化浸润群众
心田；门歌《打起锣鼓唱烔炀》歌
唱烔炀镇发展生态乡镇、创建文
明城镇的新风新气象……精彩的
文艺节目紧扣主题，让群众在享
受文化大餐的同时，自觉摒弃陈
规陋习，助力乡村振兴。

创组织先锋、创
文明典范，个人比服
务、家庭比文明、村寨
比和谐，“山歌伴飞新
思 想 ”“ 画 说 新 生
活”……近日，贵州省
龙里县在退出贫困县
背景下，以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工作为契机，加强农
村思想政治工作开展
文明实践大比武，为
巩固脱贫成效，助推
乡村振兴，探索引领
思想、汇聚力量的方
法和路径。（3月13日
中国文明网）

贵 州 龙 里 县 开
辟新时代文明实践
新路径的做法，可圈
可点。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作用，在教育群
众方面不可小觑。从
家庭与家庭之间评
比 ，到 村 容 村 貌 改
进 、乡 风 民 约 的 推

进，再到为乡村振兴凝聚文明力
量、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都需要
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辟新
时代文明实践路径。

各地都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但要让其真正发挥教
育群众的作用，需要创新宣传教育
方法，力争取得文明润物细无声的
效果。贵州龙里县开展的“一歌一
画”文明实践活动结合地方实际，
用生活化的语言宣讲，将宣讲内容
融入文明场景；同时，还结合群众
的精神需求，以改善人居环境整治
为突破口，以自然村寨为单元，广
泛动员群众组建“家乡美志愿服务
队”，通过“自商、自筹、自建、自
管”方式开展人居环境改善提质，
县、镇、村三级自下而上进行“文明
实践大比武”，以此增强群众动力，
有力推进了乡风文明的进步，让群
众精神振奋走在乡村振兴的大
路上。

乡村治理要结出硕果，就要
针对乡村社会治理确定治什么、
怎么治、谁来治，除了建立健全工
作机制，更要开辟契合群众共同
参与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一
歌一画”文明实践活动不仅搭建
起了全员宣讲、全民参与的政策
理论传播舞台，也将更多反映脱
贫成效、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等主
题的 6000 余幅绘画展示给了群
众。既让群众充分认识到了文明
实践的力量，也让基层治理有了
新突破，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诉求
问题7000多个，全县788个自然村
寨逐步完善村规民约，建立公共
基础设施管护、公共环境卫生包
保等机制，让乡村文明有了大大
提升！

由此可见，要想持续巩固文明
实践成果，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内涵，
就应多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探索
创新发动群众的新方法、新平台、新
载体，才能更广泛地服务、凝聚群
众，逐步推动群众自我服务、自我管
理常态化，让新时代文明实践为乡
村振兴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眼下正是春茶采摘的好时节，连日来，国网浙江杭州桐庐县供电公司红船党员服务队队员走进全县各大茶园，为茶农检查电力线路和
电炒茶设备，护航春茶生产。图为红船党员服务队来到桐庐县瑶琳镇高山有机茶基地检查电力线路。 徐军勇奚琪城 摄

内蒙古包头青山区：
确立每周一个“整治日”

本报讯（顾津源）3 月 15 日
起，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
自由路街道学院社区将每个星期
三确定为“环境卫生秩序固定整
治日”（以下简称“整治日”），社区
工作人员整合小区物业、包联单
位、志愿者队伍、在职党员、楼栋
长等资源，在辖区进行环境秩序
集中整治工作。此次“整治日”的
确立，是该社区推进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常态化运行的鲜明标志，
也是该社区进一步巩固整治成
果、强化小区环境微治理的重要
手段。

3月17日下午，学院社区工作
人员联合包联单位一机集团党
员、志愿者、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等
十余人，在合志家园小区内部开
展第一次“整治日”活动。虽然近
日当地沙尘肆虐，但大家整治环
境的决心十分坚定，受天气影响，
本次活动主要在楼道内开展，包
括铲除楼道内新贴广告，清理楼
道乱堆放，摆放自行车，入户宣传
文明养犬等。

社区环境的维护和保持需要
广大居民的共同参与。学院社区
呼吁辖区居民用心爱护社区环境
卫生，积极参与“环境卫生秩序固
定整治日”活动，争当环境卫生监
督员和文明城市宣传员，为建设
文明、和谐包头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我很有福气
啦，子女孝顺，孙子
也听话。”广西河池
市宜州区石别镇清
潭村老人覃乃新今
年 87 岁 ，四 世 同
堂、家庭幸福。清潭
村有6000多人口，
其中 60 岁以上老
年 人 就 有 800 多
人，通过宜州区坚
持不懈的宣传倡导
与乡风文明建设，
孝老爱亲蔚然成
风，小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孝心村”。

近年来，宜州
区积极探索徳治新
途径，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村
规民约、相关章程
制度、家风家训和
节庆活动，以“四个
融入”为切入点，坚
持教育引导、实践
养成、制度保障三
管齐下，与时俱进
抓好乡村治理，促
进当地形成诚实守
信、低碳环保、勤劳
节俭、孝亲敬老、乐
于奉献等文明风
尚，提升村民的文
明素养与道德水
平，提高村民的集
体意识、法治精神
和民主氛围，让乡
风文明成为乡村振
兴的引路灯。

宜州区在试点村屯引导农户
根据自家家史、规矩、愿望等拟订
家风家训悬挂于大门门楣，并通
过演讲、讲座和表彰“好婆媳”“孝
模范”等方式，依托家风家训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通过“小家”的自觉认同、自觉
践行，建立起“大家”的和谐人际
关系。此外，该区以节庆为契机，
以传统山歌、彩调、渔鼓等为载
体，开展文艺志愿服务“三下乡”
活动，推动文化惠民，深化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

目前，宜州区有1镇2村荣获
“全国文明村镇”称号；14个村镇
荣获“自治区文明村镇”称号；组
织评选表彰“最美家庭”149 户、

“文明家庭”163 个、“星级文明
户”190个。

“在矿泉水项目的带动下，预计 2021 年底，村集体收入可达 10.35

万元，比保底收入的7万元超出3万余元，前景很可观。”谈起阮廉庄村

的集体经济发展，山西省平遥县段村镇党委书记张旭峰触动很大。

2020年，该村以党建引领经济发展，创办矿泉水生产项目，探索形成了

保底收益的分配机制，激活了村级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