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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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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琳塘自然村沿着柏油马路行走
十多分钟，穿过一座吊桥，梧溪自然
村就出现在眼前。村中民居错落有
致，家家户户的外墙上画有彩绘，房
前屋后干净整洁，穿村而过的鱼肠渠
水清澈见底，水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泛
着粼粼波光。“我们这渠里的水能喝，
干净着呢！”村民陈传荣蹲在渠边一
边清洗刚从地里采摘的青菜一边骄傲
地说。

在陈传荣的记忆里，现在燎琳村
的环境与 2014 年之前相比，变化可
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那个时候乱搭

乱建、垃圾乱扔的情况普遍存在，“就
拿这条鱼肠渠来说，以前满渠污水，
臭气熏天。”当时周边乡村陆续启动
美丽乡村建设，燎琳村的乡亲们也萌
生了热切的期盼：什么时候轮到我
们村？

2014年，燎琳村村“两委”在听取
民意、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改造
规划并逐项推进项目。在村理事会的
发动下，环境整治行动从清理垃圾、拆
除乱搭乱建拉开序幕，全村男女老少
行动起来，共拆除披棚400余户。燎琳
村村“两委”还向全体村民发放了“美

好乡村建设意见函”，收集村民意见，
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并筹集资金，
在村口建了一座新桥，方便村民日常
出行和货物运输。“村子中间只有一条
小路，走村串户很不方便……”听到村
民们的心声，党员干部带领大伙儿就
地取材，在村里修了约1公里的鹅卵
石路。

“出行的难题终于解决了，车子都
能开到家门口！”“美好乡村建设把大
家都团结起来了，我们齐心协力奔小
康！”通过几年的努力，如今的燎琳村，
满眼皆绿，处处是景，道路整洁，村民
们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在建设和改造村庄的过程中，保
护村中古迹与打造文化名片也被列入
燎琳村的重点项目。与村庄“同岁”的
古石板路，以及状元桥、状元井、旗杆
座、宗祠石门……这些古迹通过复原
或重建等方式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为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燎琳村发展乡村
旅游增添了不少吸引力，外出务工的
年轻人也陆续踏上了回村路，村里的
农家乐多了起来，民宿群落渐成
气候。

37岁的陈存是民宿“山苑”的老
板。平日里，他在杨滩镇上经营着一个
家居店，旅游旺季时便回村张罗自家
的民宿。“过去总觉得旅游和我们村民
没太大关系，现在既开民宿，又卖特色
农家产品，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3月，行走在燎琳村，竹

林葱郁，流水潺潺。

燎琳村位于安徽省广

德市杨滩镇东南部，由琳

塘自然村和梧溪自然村合

并而成。因这里曾先后出

过 17 位进士和举人，又被

人们称为“状元村”。

近年来，燎琳村坚持

以“美丽燎琳村·幸福新家

园”为发展定位，以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为根本原

则，持续整治人居环境、深

挖文化底蕴、发展乡村旅

游，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助推乡风文明建设不断迈

向新台阶，先后荣获安徽

省人居环境整治整村推进

示范村、安徽省第一批省

级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

全国首批天然氧吧、第五

届安徽省文明村，第六届

全国文明村等称号。

移步换景，穿过石牌坊，一处
民居外墙上的彩绘映入眼帘，画面
描绘了乾隆年间琳塘村进士陈锡
辞官孝母的故事，其兄陈惇所作的
《反哺词》与画面相呼应，时时教诲
着村民“百善孝为先”。“崇孝养、序
长幼、别内外、劝耕种、端教训、谨
丧祭、匡习尚、禁投纳”，文化广场
上的陈氏家训对村民们诉说着孝
爱有序、尊师重教的家风故事，家
家户户门前悬挂的家风家训牌匾
影响和激励了更多村民。

文明村镇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燎琳村以“自治”为基、以“法
治”为纲、以“德治”为要，“三治”融
合助推乡风文明建设，定期举办道
德教育活动，设置美德文化墙、遵
德守礼牌，使村民耳濡目染受熏
陶，不断打造邻里守望、友善互助
的文化特质。

“建牡丹园要先解决周边的道
路 问 题 ”“ 应 该 多 栽 植 一 些 品
种”……在“村民议事点”里，村“两
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户代表
齐聚一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围
绕推进牡丹园建设出谋划策。

“现在的‘村民议事点’不仅是
村里调解纠纷、化解邻里矛盾的场
所，还成为推动村级民主、实现村
民自治的阵地。”陈云告诉记者，有
了议事点，不论是“最美庭院”评
比、先进典型评选，还是美丽乡村
创建、百家宴举办等，村里的大事
小情都在这里商议。“建立这个平
台就是给老百姓一个发表意见的
地方，有什么诉求在这里提出；对
村务有什么疑问在这里解答，对村
务管理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在这里
反映，人人都是主人翁。”陈云表
示，通过“村民议事点”这个平台，
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
村，各类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2018年燎琳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建设以来，该村依托党员先
锋、理论宣讲、文化文艺、科普宣传
等8支志愿服务队伍，累计开展广

场舞比赛、敬老爱老、家风家训大
家谈等各类活动220余场次，文明
实践硕果累累。村民们还自发组建
了舞狮队、广场舞队等，进一步丰
富了精神文化生活。此外，通过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牌、孝德文化
上墙、先进事迹上公开栏等正向激
励的方式，有效提升村民参与共治
的意识，先后涌现出“身边好人”

“好婆婆”“好媳妇”等先进典型70
余人，村里的“生态美”超市营业以
来共计兑换积分近千分，切实做到
了典型引领，以点带面。

如今在燎琳村，年过七旬的廖
发秀常年义务打扫村中公厕，村里

“最美庭院”的获奖代表陈光胜精
心打造自家小院……文明新风吹
拂着这座皖南古村的每一个角落，
滋养着每一位村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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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2014
年临近春节时，有村民提出集体吃
年夜饭的想法，100多户人家纷纷
赞同。百家宴，百家办。全村老少一
起动手，村里每户都做上三四道拿
手菜，百菜百味，老幼同喜，不仅让
村里的年味格外浓，也使游客纷至
沓来，百家宴逐渐演变为燎琳村的
固定节庆活动。

百家宴的举办，是燎琳村丰富
活跃村民文化生活的一大亮点，不
仅让邻里走得更亲更近，也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村里锣鼓喧天、龙腾狮跃，
还有打糍粑、杀年猪、磨豆腐、画
糖人等民俗体验，很是热闹喜庆
呢！”聊起村里的百家宴，67 岁的
村民江腊香十分自豪，每次百家
宴的餐桌上几乎都有她做的炸圆
子和炸豆腐，很受村民和游客的
喜欢。

88岁的郎善祥是百家宴活动
的发起人之一，为了办好百家宴，他
的四个儿子全员参与，掌勺的掌勺，
端盘的端盘，只图让大伙儿在一起
热热闹闹地过个年。“从来没见过村

里来过这么多人”，这不仅是郎善祥
的感受，也是全体村民的感受。如
今，来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小山村
成了旅游热门去处。

燎琳村党总支书记陈云介绍，
百家宴的时间一般定在每年的小年
前后，目前已举办了20多场。“通过
举办百家宴活动，传承传统文化，传
播乡土风味，把乡风文明、邻里温
情、传统习俗编织成一幅美丽的图
景，将民俗文化、生态农业与乡村旅
游有机融合在一起，带动乡村旅游
的发展。”

提 升 环 境 让古村焕发生机

文 化 活 动 为古村注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