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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近年来，一些地方运用“道德积分制”推

进乡村治理，将村级事务与村民利益联系起来，把乡村治理由“任务命

令”转为“激励引导”，既节约了管理成本，又激发了乡村善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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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换一袋冰糖、15分换一壶洗
衣液、30分换一个保温杯、35分换一
箱八宝粥……在浙江余姚市临山镇
邵家丘村，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的超
市，该超市把遵纪守法、孝敬老人、家
庭和睦、义务劳动等作为评分标准，
村民可凭各自获得的“道德积分”来
此兑换生活用品。

据村干部介绍，该超市于去年
12月“开张”，是村里和临山司法所
共同打造的。

邵家丘村是全国文明村，许多文
明创建工作可圈可点。除了每年表彰
各类好人、向做好事的村民发放“道
德杯”，这次邵家丘村又创新推出“道
德积分超市”，通过道德积分兑换生
活用品的方式，激励村民崇德向善、
多做好事，倡导文明新风，完善基层
治理，让村庄更加和谐、美丽。

走进超市，货柜上的商品琳琅
满目，每种商品上贴有以道德积分
分数界定的“价格”标签。积极参与
村集体活动和建设发展，每参加一
次积5分；积极协调解决邻里之间矛
盾纠纷的一次积5分；积极参加村家
园日、美丽庭院建设等活动一次积5
分；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一次积10
分……“超市”规则很详细也很直
接，以公开的量化积分鼓励党员、村
民尽责奉献，倡导大家通过志愿服

务、做好事等途径争取积分，1积分
等价人民币 1元，积分可在超市兑
换等值生活用品。

如何“经营”道德积分超市？邵家
丘村有着自己的思路与做法。据邵家
丘村党委委员、妇联主席陈秀娟介
绍，道德积分登记台账由专人负责记
录，并实行月通报公示制度，每半年
由积分评定委员会评定积分，积分评
定委员会成员由村班子成员、党员代
表、村民代表、前哨支部书记等组成，
通过层层把关审核，为兑换活动提供
依据。

自道德积分超市开张以来，经
常会有村民来兑换商品。据悉，邵家
丘村道德积分超市在工作日的上班
时间开放，村民可以随时到村委会
来查询道德积分，也可以在手机微
信小程序“道德银行”上自主查询道
德积分。

“村民们做的每件好事我们都会
记录在册，有的是送老人回家，有的
帮残疾人义务疏通抽水马桶，有的
去敬老院看望老人，村民做好事的
热情很高……”陈秀娟说，道德积分
超市不仅带动了村民们争当好人、争
做好事，积极参与村里的各项志愿服
务活动，还大大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
力，为实现乡村振兴、走向共同富裕
注入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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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0日，2022年第一季度“四
川好人榜”揭晓，四川省广元市利州
区雪峰街道樵歌社区居民焦学英榜
上有名。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有着怎样
的故事？3月 31日，笔者走进樵歌社
区，探寻这个平凡女人不平凡的故事。

见到焦学英时，她正弯着腰在院
坝里整理新到的花束，“趁着清明节快
到了，我在这儿卖点花，就在家门口，
也方便照顾婆婆。”说话间，她已经将
黄白菊花一束束扎好，整齐地摆在了
路边。

“每天早上，婆婆一醒我也醒了，给她
穿衣服、洗脸梳头、端水喂药……”说起
对婆婆的照顾，53岁的焦学英显得很
平淡，但这平淡的背后却是她二十年
如一日的不离不弃。

独自挑起全家重担

1992年，焦学英嫁到雪峰街道樵
歌社区，她孝敬公婆，热心帮助他人，
与邻里相处和睦，一家人日子过得其
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002年7月，焦学英的丈夫因病去世，
留下两位七旬老人和一个年幼的女
儿。那段日子，繁重的家务和沉重的债
务，让焦学英日夜以泪洗面、苦不堪言。

而公婆更是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打
击，身体每况愈下。年幼的女儿也因失
去爸爸而变得沉默寡言。面对这个摇
摇欲坠的家庭，不少人都劝焦学英改
嫁，可她却说：“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我
怎么忍心抛下他们啊！”

焦学英毅然决定撑起这个家。从
此，她起早贪黑地干农活、收拾家务、
照顾老人孩子，还要到工地扛水泥、搬
砖、背河沙挣钱还债。

2006年，公公去世。婆婆柴秀英
看着儿媳如此辛苦，很不忍心，也多
次劝焦学英改嫁，但她每次都说：

“照顾这个家、为您尽孝是我的责任
和义务。”

几年下来，勤劳的焦学英不但还
清了债务，还建起了小楼房，一家人的
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悉心照顾生病婆婆

2015年，焦学英家再次陷入困境。

那年夏天，婆婆柴秀英意外摔倒，
焦学英连忙将其送到医院，并24小时
守护在她身边，给她喂饭，擦洗身体，
洗衣换药，清理大小便。

待婆婆病情好转，焦学英便每天
推着婆婆到楼下晒太阳、呼吸新鲜空
气。医生、护士、病友看到如此孝顺的
儿媳，无不竖起大拇指。

婆婆出院以后，焦学英为了照顾
好她，索性与婆婆同睡一张床，方便
每天夜里起来照顾婆婆上厕所。那
段日子，焦学英没有睡过一次安稳
觉，头上也增添了不少白发。在焦学
英的悉心照料下，婆婆的身体也很
快康复了。

如今，91岁的婆婆精神饱满，说
话声音洪亮，腿脚也很利索，婆婆总说
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离不开儿媳
焦学英的照料。

言传身教弘扬美德

为了在家照顾年迈的婆婆，这十
多年来，焦学英从未出过远门，就算有
事出去，也是很快就回家。

谈起儿媳，柴秀英老人逢人就

夸：“学英每天都会陪我散步买菜，给
我做可口的饭菜，还一天三顿饭都不
重样。”

如今，焦学英在家开了一个卖副
食的小商店，婆婆每天都和她一起坐
在店里聊天。

为了照顾老人，焦学英费心尽力，
五十出头的她已是满头白发，看起来
比同龄人更加苍老，不过令人欣慰的
是女儿在她的教育下早早学会了孝敬
老人，善待他人。

“妈妈照顾我们非常辛苦，现在
我已经成家立业了，也有了子女，我
们要把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传承下
去，为下一代做好榜样。”女儿袁群
说起母亲焦学英，眼里满是自豪。

当笔者问起焦学英悉心照顾老人
多年不离不弃的缘由，她的回答再朴
实不过：“婆婆受苦受累一辈子，让她
老人家舒心开怀、安度晚年是做儿媳
的唯一心愿。”

不离不弃用行动践行孝道
——记2022年第一季度“四川好人”焦学英

杨兰 王江

云南易门：巾帼反诈进万家
筑牢百姓“防骗墙”

本报讯（郑诗）近日，云南省玉溪
市易门县“巾帼反诈进万家”主题宣传
活动正式启动，全县71支巾帼反诈志
愿服务队集中开展多维度、多层次、多
形式的主题宣传活动，筑牢预防电信
网络诈骗“第一道防线”。

全县各乡（镇、街道）、县级部门、
社团组织充分发动网格员、志愿者、社
团组织负责人、物业等力量，成立巾帼
反诈志愿服务队，通过开展反诈宣
讲、发放宣传图册、编演反诈文艺作
品等方式广泛开展宣传。志愿服务队
还入户手把手引导群众安装注册使
用“国家反诈中心”APP，共筑预防电
信网络诈骗的“铜墙铁壁”，切实守护
好群众合法财产安全。各乡（镇、街
道）妇联用好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
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站等阵地，持续关
注并做好受骗妇女心理疏导和困难
帮扶工作，帮助她们走出受骗焦虑、
克服心理障碍、解决生活难题。

此外，全县少年儿童也通过手工
绘画作品参与到此次反诈宣传中来。
他们以青少年视角，展示自己和家庭
对反诈知识的认识和理解。通过线上、
线下多渠道对优秀作品进行展播，进
一步提高群众识骗、防骗能力，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本报讯（钱续坤 华
昕）日前，安徽省怀宁县
在企业服务中心挂牌成
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为企业提供“零距离”“零
收费”的法律服务。

在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站成立当天，立即吸引
了当地 6家“四上企业”
（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
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国
家重点服务业企业）的负
责人前来咨询，坐班律师
对企业的法律咨询一一
进行耐心解答，为化解企
业经营难题、防范经营风
险出谋划策。

据悉，为充分发挥律
师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职能作用，切实为企
业提供更优的法治服务，
怀宁县有效整合法律资
源，成立为企服务法律团
队，以“法律服务进万企”

为主线，深入开展“法雨春风润园
区”主题活动，进一步完善律师与企
业结对帮扶长效机制，在企业法律
顾问的基础上，引导23名律师对接
工业园区120家“四上企业”，通过
定期走访、座谈讨论、咨询问答、在
线服务、法治体检等方式，常态化服
务园区企业，为企业依法规范发展
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 群 众 能 减 少 损
失，我们打多少个预警
电话、发送多少个预警
短信都乐意”，在一位
民 警 心 声 的 背 后 ，是
2021 年国家反诈中心
APP 累计向群众预警
2.3 亿次的务实行动；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
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
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
核实”，在警示宣传的
背后，是全民参与、全
社会反诈的强大声势；
2021 年共破获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 44.1 万余
起，在数字的背后，是
公安民警的不辞辛劳、
不畏艰险。经过持续努
力，打击整治电信网络
诈骗的网络越织越密，
有效保障着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电信网络诈骗是人民群众深恶痛
绝的新型网络犯罪。习近平总书记对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坚决遏制此类犯罪多
发高发态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中国、法治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近年来，除了公安机关不断加大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力度之外，工信部
部署开展“断卡2.0”专项行动，清理涉
诈电话卡；人民银行开展行动，清理整
治涉诈银行账户；中央网信办全力加
强网络技术反制，封堵涉诈网址；各地
党委政府切实加强源头治理，严防形
成诈骗窝点，强力清除涉诈黑灰产。各
地区各部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持
续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实践证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不能止于见招拆招，必须让防治走
在网络诈骗前面。这些年来，骗术套路
在不断进化。而且，电信网络诈骗背后
隐藏着一条庞大的利益链条。上游非法
收集办理电话卡、银行卡，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诈骗剧本，搭建技术平台，中游
通过引诱、恐吓等办法将目标引入圈
套，下游为诈骗集团转赃取现。尤其许
多诈骗分子藏匿在境外，不同国家对电
诈的监管力度、法律规则存在差异，造
成我国警方取证难、遣返难、打击难。这
些都是诈骗犯罪打击治理工作任务艰
巨繁重之所在，更加需要强化系统观
念、法治思维，注重源头治理、综合治
理，坚持齐抓共管、群防群治。

然而，困难再大，大不过决心。目前，
从国务院部级联席会议机制的制度设
计，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法治支
撑；从公安、金融、通信、互联网等相关各
方守土尽责的工作责任闭环，到广大人
民群众识骗防骗能力显著提升，已形成
上下联动、相互支撑的全国一体化打击
诈骗犯罪新格局，构建起全民反诈防骗
新格局，为守护好群众“钱袋子”夯实了
基础。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落实
打防管控各项措施，不断提高反诈防骗
的科技含量、智慧含量、创新含量，我们
就能提升社会综合治理水平。

再高明的网络诈骗技术，也是利用
人性弱点。我们在紧盯诈骗犯罪手法新
变化、创新打击之策的同时，还要着力
营造诚实守信、勤劳致富的良好风气，
引导全社会关注关爱触网较少的老人、
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唯有如此，才能铲
除滋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土壤。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到处鲜花盛
开，景色如画。霍尔果斯市公安局
民警辅警按照屯警街面要求，加大
重点场所、道路的巡逻防控，及时
为群众提供服务，力争为群众创造
平安幸福和谐的社会环境。图为民
辅警在城区主要街面巡逻。

郑永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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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在社区开展的‘文明
家庭’评比活动中，我家榜上有名，这
份荣誉来之不易，今后我要做得更
好。”日前，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
镇红星社区搬迁群众覃艳华一边给
婆婆梳头发，一边自豪地说。

下坳镇红星社区共安置搬迁群
众826户4151人，是都安县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治理示范点。2022年，下坳
镇在红星社区探索开展社区管理积
分制治理新模式，号召社区群众通过
参加社区活动、行为文明等积累“道
德积分”，参与“最美家庭”“星级文明
户”“好媳妇”等评选活动，引导群众
开展居民自治。

据悉，红星社区制定专门的“道
德积分”登记细则，内容涵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围绕遵纪守法、行为
文明、爱护公共区域环境、热心公益、
诚实守信、劳动致富、家庭和睦、邻里
和谐团结这8个方面16项标准，不同
项目有不同对应分值。

“社区实行道德积分制后，带动
了居民积极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用小积分为移风易俗注入了大活
力，社区也变得越来越美了。”红星社
区党支部书记韦炳周介绍。

下一步，都安县将扩大“道德积
分”的试行范围，制定“道德积分”奖
励办法，多元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共同解决
村（社区）治理难题，不断提高社会文
明程度，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本版编辑综合）

3月18日，湖南省常宁市新河镇
高朋村“道德积分银行”正式启动，群
众热情高涨，通过积分鼓励，仅一天
时间，党员群众就将高朋村内的县乡
道路两厢种满了樟树。

据悉，近期高朋村村民在高朋村
党支部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城乡治理
标准化建设，及县、乡道路绿化植树
活动。新河镇党委委员、高朋村支部
书记易晓军说：“城乡治理标准化工
作基础是群众，只有调动群众参与标
准化治理工作的积极性，才能从根本
上实现城乡治理标准化。”

据了解，高朋村采用“道德积分银
行”的模式，对积极参与城乡治理标准
化工作的村民予以积分奖励，对违背

标准化工作要求的村民予以扣除积
分。每季度由“道德评议会”对全村村
民的积分进行公开计算。正分村民可
以通过积分兑换等价值的物品或者服
务，负分的村民予以相应的处罚，以此
来调动村民参与城乡治理化工作的积
极性。

城乡治理标准化是当前该镇的
重点工作，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城乡治
理标准化工作的了解和积极性，是抓
好城乡治理标准化工作的关键基石。
下一步，新河镇计划在全镇范围内推
广“道德积分银行”模式，提高全镇人
民参与城乡治理标准化工作的热情，
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开启该镇城
乡治理标准化工作的新篇章。

浙江余姚市临山镇邵家丘村：
“道德积分超市”让村民做好事成习惯

湖南常宁新河镇高朋村：
活用“道德积分银行”开启城乡治理新篇章

广西都安县下坳镇红星社区：
“道德积分”积出乡村治理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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