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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省房县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作为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完善城市管理的重要
抓手，从细节处着手，在关键点发力，持续提升
文明创建成色和水平。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文明之花遍开房县大地。

凝聚合力推进文明创建

自去年5月18日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以来，房县加强网格化、常态化管理，落实
县、乡（镇）、村（社区）“三级”责任人制度，印发
《房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计划》《关于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推进落实网格化管理的
通知》，建机制、聚合力，以起步即冲刺、开赛即
决赛的决心，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房县结合实际，开展“清洁房县”“三轮车
非法改装营运综合整治”“空中飞线治理”“野
广告专项整治”等系列主题活动，以务实担当

的作风推动文明创建各项工作落地落细。
为确保文明创建工作不打折扣、文明创

建力度持续不减，房县健全考核机制，细化网
格片区督查考评、专项暗访、评比打分，对标
对表，查漏补缺。针对薄弱环节及突出问题，
精准施策，举一反三，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问题
整改。该县先后两次对重视程度不够、工作进
展靠后的31个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提醒。

环境整治提升城市品质

“以前来买菜，车停得横七竖八，路面有污
水和烂菜叶。通过文明创建，市场环境大变样，
买菜也舒心了。”经常在房县神农路集贸市场
买菜的杜先生说。

神农路集贸市场人流量较大。文明创建工
作启动后，房县组织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
门联合对该市场及其周边进行集中整治，解决

了占道经营、车辆乱停放、环境脏乱差等问题，
赢得居民好评。

一直以来，房县把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建
设美丽家园作为文明创建工作的基础工程来
抓，城市功能日趋完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道
路变宽了、环境变美了、人气变旺了……在百
姓的心中，房县正在经历一场美丽的“蝶变”。

漫步在县城吉甫路，樱花烂漫，芳草茵茵，
呈现出一幅美丽画卷。近年来，房县新增口袋
公园 26 个，改造公园 3 个，修复破损路面
11280平方米，新增和补植绿化面积21万平方
米，县城人均绿化面积达12.2平方米，提升了
市容整体形象和群众的生活质量。

倡导文明处处彰显形象

早上8点，在县城西河桥路口，几名志愿者
手持小红旗和执勤的交警一起进行文明劝导，

为居民出行“保驾护航”。来自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的志愿者陆银凤介绍：“这个十字路口人
流量大，交通情况较为复杂，通过我们的引导
和劝导，交通更加有序、道路更加畅通了。”

在县城，工作日上下班高峰期，一支支志
愿者队伍活跃在大街小巷，成为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行走在房县乡村，随处可见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标语，“讲文明、改陋习、树新风”已
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该县大力组织开展道德
模范和“最美交警”“最美环卫工人”“最美教
师”“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先进评选活动，
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文明行动从细节做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
做起，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如今，在
房县这片热土上，个体的“微文明”汇聚成城市
的“大文明”，文明新风浸润心田，崇德向善蔚
然成风。

个体“微文明”汇聚城市“大文明”
——湖北房县精细化常态化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陈涛 刘双 杜晓波

江西上栗县东源乡：
小网格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本报讯（刘晨洁）在江西省上栗县东源乡
竺塘村荆冲自然村的贴心议事厅里，总能见到
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自己对新农村建设
的意见和想法。近年来，东源乡探索建立“网格
贴心屋”，深化拓展“群众贴心人”活动，着力解
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问题，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效能。

东源乡387名“贴心网格员”主动下沉基
层一线，察实情、听民忧，与群众面对面，共商
解决办法。同时，广泛激发群众参与自治的热
情，实现从乡村建设的“旁观者”到“建设者”的
身份转变，为乡村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

“贴心议事厅为我们办了很多实事，现在
沥青路面都铺到家门口，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以后我还要多参加议事会，为村里解决更多的
问题。”村民何田文说。

“贴心网格员”严新林说，现在大家都喜欢
来贴心议事厅坐坐，共同讨论、共同商议各类
大小事，这更是我们群众贴心人的一个实践根
据地。

“网”尽百姓事，“格”护万家安。东源乡继
续拓展“屋场+贴心网格”模式，依托“网格贴心
屋”，不断发挥“贴心网格员”作用，畅通共商、
共建、共享。

河北衡水市冀州区

“一居一品”服务品牌

创建活动见实效

本报讯（杨方宇 马景倩）为更好地服务辖
区群众、完善社区各项服务功能，近年来，河北
省衡水市冀州区创新思路、搭建载体，着力健
全“活”的机制、搭建“融”的平台、汇聚“合”的
力量，大力开展“一居一品”服务品牌创建活
动，取得明显成效。各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
品牌，以内容新、服务细、活动实、参与者多等
特点深受居民喜爱。

在“一居一品”服务品牌创建活动中，冀州
区所辖8个社区紧扣居民期盼，挖掘自身禀
赋，围绕“一居一特色、一居一项目、一居一品
牌”目标，打造符合自身特色、内容丰富、可操
作性强的社区治理品牌，以“百花齐放”的品牌
建设激活城市治理“神经末梢”。

随着“一居一品”服务品牌创建活动的深
入推进，各社区不断丰富品牌内涵、加强示范
引领，打出提档升级“组合拳”。

长乐社区依托冀州图书馆长乐分馆，为居
民提供共享阅读、智慧阅读平台，并组建了“翰
墨书香”书法社、“梨园霓裳”戏剧社、“悦读时
光”文学社等，参加居民100余人，塑造了“书
香长乐”品牌。湖滨社区借助冀州区基层治理
和民生保障智慧平台，将社区居民情况以及楼
栋情况等信息全部纳入平台基础数据库，将电
子地图与人口信息以及街道、社区、网格、楼
栋、单元、楼层、家庭进行直接关联，通过数据
库做到“以房找人，以人找房”。同时，将社区划
分为6个网格，网格员通过全天候巡查，为居
民代办事项，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龙虎乡龙虎村坐
落于五岭南麓龙虎关下，已有千余年历史。
近年来，恭城深入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
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倡导移风易
俗，塑造乡村文明新风，让龙虎村这个有着
悠久历史的村落焕发了新生机。龙虎村先后
获自治区文明村镇、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村等称号，龙虎村党委获自治区农村基层党
组织评星定级五星级党组织。

美化家园
打造乡村宜居生态

小青砖、马头墙，独具岭南特色的木质
长廊与垂柳，勾勒出一派恬静悠然的乡村图
景。走在龙虎村，处处是这样的风景。

近年来，龙虎村积极探索“一村一特”模
式，积极推动龙虎水街城镇化建设，对街道
电力、污水、道路等项目进行改造升级，建成
了以小青砖、马头墙等为主要元素的桂北民
俗村落。

“我们平时注重规范化管理龙虎水街
贸易集市，引导流动商贩统一进入水街集
市经营，及时制止占道经营行为，既打造了
干净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又维护了集市
的文明形象。”龙虎乡党委书记刘大江说。
在城镇化建设中，恭城县注重以景区标准
建设推进乡村建设，以独具岭南特色的木

质长廊与成林的垂柳为主体，向游客们展
示龙虎独特的山水田园风光以及龙虎人民
的热情好客，让村庄重新焕发了活力。新房
建成后，龙虎村通过打造民宿经济，村民参
与分红的形式，既美化了村庄环境，又增加
了村民收入。龙虎关景区2018年被评为国
家AAA级旅游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游玩。

探索产业振兴
培育乡村内生动力

贯穿在果树、茶叶园之间的一条条水泥
路，仿佛一条条纽带，将田地间的收获与村
民们的致富梦连接了起来。

“要致富，先修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我
们大力推动道路硬化工程，让产业路遍布田
间地头，全村6个自然屯产业路通达率达
100%，为我们老百姓的产业振兴打下了坚
实基础。”龙虎乡乡长黄冠晶介绍，结合乡村
振兴工作，龙虎村积极探索产业发展之路，
积极引导村民发展火龙果、沃柑、水稻种、茶
叶园、沙田柚特色产业规模化种植，形成“一
村一品”的产业格局，为龙虎村农业多样化
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与此同时，龙虎村大力发展村集体经
济，结合市场行情，用资金集中发展固定资
产，助推农业发展。截至目前，村集体账户名

下拥有多个分红股权及固定资产，年收入逾
20万元。

培育文明新风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从农闲时间的无所事事，到如今丰富的
文化体育活动，龙虎乡党委委员陈忠良作为
村里乡风文明的积极推动和参与者，深刻感
受到了龙虎村村民精神面貌的转变。

近年来，龙虎村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村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建
设阵地的作用，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契
机，大力开展农业知识科普、法治宣传、政策
宣传，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下乡，丰富农村
居民文化知识，大力培育新型农民。

“龙虎村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坚持铸魂
育人，组织党员干部、乡土能人、新乡贤在

‘三会一课’及主题党日活动中认真宣讲党
的先进理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增强
农村居民文化自信。”陈忠良介绍，值得一
提的是，龙虎村除了积极组织河灯节、篮球
赛、群众文艺表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体育活动外，还充分发挥当地非物质文化遗
产——木偶戏的优势，组织民间艺人开展木
偶戏展演进学校、进景区活动，为龙虎村添
加了独特的乡土文化气息，不断满足农村居
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陕西彬州市龙高镇：
涵养文明乡风建设美丽乡村
魏博 徐颖

今年以来，陕西省彬州市龙高镇以深化巩
固全国文明村镇创建成果为契机，聚焦群众需
求，着力改善镇域环境，提升生态宜居品质，全
面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提升村容村貌，扮靓美丽乡村“新颜值”。
坚持以村容村貌提升为引领，以垃圾污水治
理、“厕所革命”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行生活垃
圾“户收集+专业公司转运+集中处理”模式，
不断补齐人居环境突出短板，保持镇容村貌卫
生干净整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着力打造
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完成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实现镇村同建、共治、齐美。

深化价值引领，涵养乡风文明“精气神”。
各村充分发挥“一约四会”作用，坚持每月开展
1次评议活动，推动移风易俗。设置善行义举
榜，建立红黑榜，评树“最美人物”“身边好人”

“十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能
量，激发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干劲决心。常态
化开展理论政策宣讲，创新“理论+文艺”宣讲
形式，不断增强宣讲的针对性、生动性和实效
性。打造“金池红色记忆”文明实践品牌，组织
志愿者开展爱心献血、普法宣传、文明劝导等
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志愿服务深入人心。

发展特色产业，奏响乡村振兴“富民曲”。
聚力农业资源优势，按照“稳粮、优果、增畜、兴
特色”发展目标，推动实施芦村现代农业综合
体项目，着力打造集果蔬采摘、农耕体验、休闲
垂钓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型旅游休闲中心。以
农旅融合发展为目标，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模
式，建成五星村“一分田”农业体验园，将土地
以“分”为单位，采用在线预售、挂牌认领的方
式，将农户果园以微田园形式出售，吸引更多
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体验，有效拓宽群众增收
致富渠道。

文明始于心，长效践于行。下一步，龙高镇
将紧抓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乡村精细化
管理水平，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文明村镇建设带
来的成效和变化，以培育文明乡风引领新时代
乡村振兴路。

青海大通县极乐乡：

“红色影院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映”入人心
王海琳 安伟强

“以前在村里只能看露天电影，天气不好
时还会影响播放安排，观影效果欠佳。自从数
字影院建成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随时观看到
最新的电影，还能享受到县城电影院级别的观
影待遇。通过参加观看红色电影主题党日活
动，让我们更加了解党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加
深了我们的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参加完主题
党日观影活动的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极乐乡
下和衷村老党员高德禄一脸幸福地说道。

近年来，大通县极乐乡党委准确把握新时
代党员教育新形势，在教育载体和教育手段上
不断探索创新，坚持主题跟进时代、素材源自
基层、内容触动心弦，在青海省第一家农村数
字影院——极乐乡下和衷村数字影院，利用

“红色影院课堂”创新党员党性教育新模式，实
现影院变课堂，使以往单调乏味的党课报告变
得“有声有色”，让党史学习教育“映”入人心，
不断推动党性教育入脑入心。

聚焦常态长效，精选“红色影院课堂”主
题。极乐乡精选电影党课内容，每季度对接帮
扶单位省广电局拷贝正版影片资源，针对不同
培训对象，制订放映计划表，确保电影党课质
量高、吸引力强。《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
《开国大典》《建国大业》……一部部充满历史
沧桑感的红色影片，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
的峥嵘岁月和光辉成就，全乡广大党员干部一
起重温红色经典电影，感悟革命先烈艰苦奋
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做到时刻严格要求
自己，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永葆工作的热
情，不断推进工作向前发展，立足在岗位上感
恩奋进。

聚焦全员轮训，提升“红色影院课堂”人
气。极乐乡将红色影院作为党课的承载形式，
不仅形式新颖，易于各年龄段党员接受，而且
寓教于乐。在农村党员“冬春训”、党训班期间，
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观看红色电影，
通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引导年
轻党员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争
一流、创唯一”的昂扬斗志和拼搏精神，汇聚奋
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聚焦成果转化，拓展“红色影院课堂”质
效。极乐乡利用好红色影院课堂前后几分钟时
间，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电影观感分享，观看养
老金反诈、交通安全整治、民生政策宣传视频
等活动，丰富了党员的学习内容。通过“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的方式不断推进党员
学习教育效果的提升，使“红色影院党课”在农
村基层“鲜活”起来，达到了“联民意、联民智、
联民心”的效果。

“红色影院课堂让党员教育在形式上更加
丰富，内容上更加生动，效果上更加明显。下一
步，极乐乡党委将持续发挥好下和衷村数字电
影院作用，把‘红色影院课堂’持续办好，办出
品牌、办出效应，将‘红色影院课堂’打造成广
大党员群众想要去、喜欢去、经常去，有特色、
有温度的党员教育品牌。”极乐乡党委书记赵
隆生表示。

广西恭城县龙虎村：

青山绿水间开出文明之花
孙敏 李茂香 陈忠良

为展示广东省东莞市万江镇传统文化、人文风情以及生态保护成果，4月16日，“万象‘耕’新 共筑振兴”2023年万江春耕春播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在万江镇花溪湾现代农业产业园举行。图为孩子们在活动期间体验春耕春种。 黄美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