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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既种庄稼又“种风景”
——四川武胜县打造以赏花为特色的农旅结合产业

◎ 夏俊林

安徽凤阳县府城镇：文明乡风促振兴
◎ 胡聪杰

油菜花开黄灿灿，与蔚蓝的嘉陵江水相映成
景；李花、桃花、梨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感受春天的无限魅力。

今年以来，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依托嘉陵
江独特地理位置，打造多处以赏花为特色的农
旅结合产业，让农民既种庄稼又“种风景”，不
断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赏花踏青嘉陵江畔春意浓

一条嘉陵江，两岸菜花香。近日，以“嘉陵
江畔游，两岸菜花香”为主题的武胜县第二届
大地油彩乡村文化旅游节，在沿口镇江家坝村
油菜花海开幕，观演出、赏江景、品美食，让八
方游客乐享“赏花+”的乐趣。

游客陈霞一走进江家坝村，就感觉闯入了
花田迷宫：“没想到油菜花不仅是黄色的，还有
粉红、奶白色的，真是太奇妙、太梦幻了！”除了
赏花，江家坝村还推出许多新式玩法，比如“赏
花+烧烤”“赏花+市集”“赏花+露营”等，不断
增加该地游玩的趣味性和体验性。

江家坝村是武胜“以花为媒”推动农旅融
合发展的七大点位之一。据介绍，今年的大地
油彩乡村文化旅游节，共包括中心镇应龙岛、

沿口镇江家坝子、石盘镇沙滩公园和黄石竹
海、万善镇金沙外滩、礼安镇烟火龙舟、三溪镇
石亭花海七个点位。

“田园春色好，秀美礼安岛，带上你的家人
和朋友，来这片花海，开启一场和春天的约会
吧！”近日，游客黄薪颖打卡礼安镇300亩油菜
花海，体验了沙滩秋千、野外露营等项目，在自
媒体平台上向朋友发出邀约。

游江赏春，户外活动与田园美景相得益
彰，K歌对唱、围炉煮茶等消费形式也随之走
俏。在礼安镇太极湖畔的“小鸟天堂”树屋营
地，配套设施齐全的帐篷酒店、木屋餐吧团建
区等露营设施，让游客在赏花之余，可以靠着
嘉陵江，读一本书、品一杯茶，静享休闲时光。

徜徉花样美景间，美食亦不可辜负。以武
胜大雅柑、锅盔凉粉、木炭烧烤等为代表的武
胜美食，提前布局设点推出消费套餐。除了油
菜花，在武胜的桃李种植基地和现代农业园
区，李花、桃花、中华木绣球等也受到游客关
注，各乡镇将花儿盛开的美景与传统文化结合
起来，推出“乡村游”赏花游线路，吸引广大游
客走出家门，在花海中尽享“醉”美春色。在飞
龙镇的罗曼蒂克庄园，每当中华木绣球盛开
时，就会吸引学生前来开展研学活动，庄园内

的网红小火车、网红摇摆桥等项目深受学生和
游客青睐。鸣钟镇借助李花举办李花节，推出
李花林打卡、汉服体验、农产品展销等七大主
题活动。

农旅融合乡村蝶变客自来

“我在江家坝等你。”近日，走进沿口镇江
家坝村的花田迷宫，入口处醒目标语格外引人
注目。事实上，两年前这里还是嘉陵江边的一
片河滩地，村民在此种植玉米、蔬菜。2023年，
武胜县举办首届大地油彩乡村文化旅游节，江
家坝村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规模种植油菜等措
施，打造出以“雅柑蜜语”为主题的大地油彩画
景点。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该村利用油菜花打造
的花田迷宫，这里提供汉服摄影、派对烧烤、戏
水玩沙等特色游玩项目，让往日无人问津的河
滩地，一跃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地。

“在以往基础上，今年完善了道路交通设
施，新打造了水上浮台舞台、杜仲树林露营游
玩区等景点。”沿口镇宣传统战委员陈斌介绍，
江家坝村立足民俗文化和嘉陵江自然景观等
资源优势，从“硬件”到“软件”不断推陈出新，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从种庄稼到“种风景”，村落面貌蝶变也折

射出武胜县乡村振兴新动力。
在石盘镇石盘村沙滩公园，500亩油菜花

将江岸线装点得格外秀美，江湾竹筏也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体验；在中心镇大中坝村应龙岛，
每个周末，往来两岸的画舫络绎不绝，有本地
游客打卡拍照的，也有重庆、南充等外地游客
来看江景的。

花开俏枝头，美了乡村，也醉了游人。鸣
钟镇龙庙村发展桃子、李子等水果产业，激发
春赏花、夏采摘、秋收获新动能，兴产业的同
时，还富了村民。“从5月份到8月份，春美桃、
四月李、蜂糖李、黄桃将陆续成熟上市。”业主
彭兵说。

在猛山乡猛山村、飞龙镇木井村等地，因
地制宜发展的桃树让来此踏青赏花的游客络
绎不绝，而夏季产出的油桃、黄桃、水蜜桃等也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春天是风景，秋天变‘钱’景。”武胜县农
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办好大地油彩乡
村文化旅游节等活动，建好“百里画廊”观景
带，推出独具特色的赏花活动，让乡村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农忙时节送考服务解民忧
当前正值春耕春种农忙时节，4月8日，贵州省丹寨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深入辖区扬武镇洋浪村，组织开展“流动车管所”送考下乡服务活动，在

农忙时节里，及时解决村民办理摩托车驾驶证来回跑的难题，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春耕生产中。图为4月8日，民警向村民宣传道
路交通安全知识。 陆德华摄

海南昌江县：
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本报讯（吴心怡 符文倩 杨萍）“以前我
的房子很破旧，有些地方甚至需要用棍子顶
住，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住进了新房子，现在
感觉很幸福。”近日，走进海南省昌江黎族自
治县乌烈镇长塘村村民苏大承的新居中，客
厅通透明亮，地面铺满地砖，被打扫得一尘
不染。

苏大承介绍，以前自己房屋地势低洼，年
久失修，漏风漏雨是常事。经过多次摸排走
访，昌江住建局将苏大承列入符合危房改造
标准的低收入群体。2023 年 8月，昌江住建
局补贴6万元帮助他进行危房拆除和重建。
2023年底，苏大承一家搬进了新居，过上新
生活。

近年来，昌江高度重视农村危房改造，持
续筑牢“危房不住人”的安全底线，把危房改造
政策普惠到每一户住房存在安全隐患的农户
家中，有效改善农村住房条件和村民居住环
境，让群众“住有所居，住有所安”，增强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截至目前，昌江累计改
造1.25万户农村危房，惠及5万多困难群众。

据介绍，2024年，昌江计划对140户农村
危房进行改造。昌江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落实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的
有关工作，高质量地完成今年的农村危改任
务，让老百姓住上放心房。

青海湟源县大华镇：
谱好基层治理“四部曲”

◎王琳

近年来，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大华镇
党委、政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着力整治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铺张浪
费、炫富攀比、薄养厚葬等不良风气和陋
习，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定、精神文化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以精神文明助力乡风
文明。

党建引领，谱好“共建”固基曲。移风
易俗，贵在长期有效坚持、久久为功。大华
镇党委、政府把移风易俗作为乡村建设一
项重要任务，实行党组织统一领导、部门
分工落实、人民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推
动党风建设引领移风易俗。充分发挥“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等制度优
势，推动形成“移风易俗支部引领与党员
先行”的工作格局，通过“党建+移风易俗”
模式，让党组织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与
引导全民倡树喜事新办、厚养薄葬等社会
新风尚。推行党员设岗定责、志愿服务、结
对帮扶等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在移风易俗
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形成党员主动带头、
干群全面联动良好氛围，激发广大党员在
移风易俗中走在前、作表率。

筑牢阵地，谱好“共治”进行曲。移风易
俗，重在用好用活各类阵地。要围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以“诚、孝、俭、勤”
为主要内容，坚持让人民树牢主人翁意识，
主动从“等、靠、要”向“干、闯、创”转变，从认
识上全面提升、从思想上主动践行、从行动
上自觉破除，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强化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完善功能、提升
水平、强化管理、发挥作用，真正把活动阵地
建设成为党群干群议事之家、培训之家、文
娱之家，建设成为乡村移风易俗的新阵地。
同时，依托各村文化活动广场、农家书屋等，
大力实施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广泛开展各类
文明实践活动，引导全民树立正确道德观、
价值观、家庭观、消费观等，全面提升人民

“精气神”。
健全制度，谱好“共享”协奏曲。针对出

现的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消费”等现
象，采取“一村一策”制定村规民约具体条款
和婚丧嫁娶具体规定，同时通过移风易俗红
黑榜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将移风易俗纳入
村规民约中。同时，推选红白理事会成员，经
过群众合议制定出台红白事办理流程、标准
要求及奖惩机制，上墙公示后共同遵守。红
白理事会成员按照要求对负责区域婚丧办
理人数、桌数严格管控，对铺张浪费，炫富攀
比按要求严格处理，抵制高价彩礼、人情攀
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聚众赌
博等不良风气，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

细化措施，谱好“共赢”交响曲。大华
镇始终坚持符合民情、顺应民意的办法措
施，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依托“学
习强国”平台常态化开展线上学习活动，
以党员干部包村方式，线下送学进村组、
进农户、进田间地头，提升全民知晓率和
参与度。同时，以创建日活动为抓手，广泛
开展道德模范、五星级文明户、“好婆婆”、

“好媳妇”等先进典型选树评比活动，引导
全民崇德向善、孝老爱亲，以培育乡风文
明助力乡村振兴。

广西桂林市临桂区：
“夜话乡风”
话出文明新气象

本报讯（管艺茂）为探索建立移风易俗的
长效机制和有效模式，扎实推进移风易俗试点
工作，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文明办来
到临桂区会仙镇沐宦头村开展“夜话乡风”调
研座谈活动。

天色渐黑，月上梢头。在沐宦头村的村民
活动室内，市文明办、临桂区文明办、会仙镇的
党员干部与村民代表、红白理事会成员、“乡贤
五老”等人员围坐一圈，通过拉家常的形式了
解当前乡村推进移风易俗的实际情况，并与村
民讨论完善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探索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流程和操办标准等。进
一步增强村民群众对乡村振兴共建共享的参
与感和认同感，激发群众自觉践行移风易俗的
内生动力，有效推动自治区移风易俗试点工作
落地见效。

文明植阡陌，新风拂乡野。近年来，安徽省
滁州市凤阳县府城镇始终坚持以推进移风易
俗、树立文明典范、丰富文化生活为抓手，全力
推进文明村镇创建，以乡风文明之魂筑乡村振
兴之基。

移风易俗促进乡风文明

“有了‘新风堂’，随礼金额大家都按照标
准来，既不用纠结也不怕浪费，省心又省钱，邻
里间也因为没有攀比，关系变得融洽起来了。”
大王府的村民王大爷乐呵呵地说道。

王大爷口中的“新风堂”是大王府村承办
村里红白喜事的地方，里面建立了明确的红白
喜事办事章程，对宴请桌数、用酒用烟标准、随
礼金额等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让村民们省事
省心。

高额彩礼、厚葬薄养、铺张浪费、低俗婚
闹……为推进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府
城镇多措并举，滋养文明新风。府城镇辖区
内有 18个村居，各村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将人居环境、孝老爱亲、婚育新风等纳入村
规民约，让村民从乡村治理的“旁观者”变为

“当事人”，激发了村民自治的内在活力，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区治理格局。同

时，按照群众在哪里，移风易俗宣传就延伸
到哪里的原则，志愿者们走进小广场、田间
地头、农户家中，以“板凳会”和拉家常的形
式，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呼吁村民红事新办、
白事简办、文明祭祀，鼓励村民主动使用公
筷公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今年以来，共
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活动 60 余场，辐射周边
群众1000余人。

榜样引领共筑道德灯塔

好人模范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鲜活榜样，是引领文明风尚的道德标
杆。近年来，府城镇始终坚持凝聚群众、引领群
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积极评选“身边好人”
和道德模范，努力打造道德文明新高地。建立
健全“身边好人”和道德模范的评选机制，通过
村居推举、部门推荐、媒体发现等路径，做到上
下联动，精挖细掘，着力推出具有时代性、先进
性、代表性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2023年府
城镇共评选县级以上好人10人、滁州市道德
模范2人，典型选树人数居全县第一。

同时，为发挥“身边好人”和道德模范的感
召力和凝聚力，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
会氛围，让道德典型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学
得会”的标杆，府城镇广泛开展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好人故事进社区、“身边好人”进家庭、进
学校等活动，努力营造学好人、敬模范、争先进
的社会风气。

振兴文化铸就文明灵魂

“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
真是个好地方……”孩子们一边跟着欢快的节
奏哼唱，一边拿着花鼓敲打，教室里充满着欢
快幸福的气息。

为让乡村文化更具时代特色，焕发出时
代活力，府城镇通过创新宣传，发动非遗传承
人、文艺志愿者、文化能人组建“老苏赶集”

“钱杆子艺术团”“楼西回民锣鼓队”等近10
支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
进校园、进社区、进小区、进村庄等活动。同
时，为让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走进千家万户、
来到群众身边，府城镇以聚焦“群众主体，热
在基层”为主旨，积极开展“我们的节日”、送
戏下乡、四季村晚、“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等活
动，常态化用文化、文艺的形式宣传宣讲党的
政策、移风易俗等内容。今年以来，共开展“我
们的节日”60余场、“四季书香”阅读活动19
场，让“文化之花”在文化沃土中结出更加丰
硕的果实。

乡村振兴有形有魂方能行稳致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要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下一步，府城镇将继续推动形
成由先进典型带动群众广泛参与的自治、自
理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满足群众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努力绘就和美乡村新
画卷。

内蒙古赤峰市芝瑞镇：
移风易俗倡新风

◎ 芝文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芝瑞镇把移风易俗作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载体，运用村规民约、宣教引导、示范引
领、规范整治等多种途径，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让文明乡风蔚然成风。

村规民约，“约”出新风尚。“大院村，是宝
地，民风淳，家风好。新时代，要振兴，本条约，
要记牢……”连日来，在村民茶余饭后的空闲
时间，芝瑞镇大院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播站播
放的村民公约就会传遍村庄内外。芝瑞镇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为基础，推行“一约四会”制
度，结合本村实际制定村规民约，并将移风易
俗相关事项纳入村规民约中。在各村民组、宣
传栏等醒目位置，公布张贴村规民约，并通过
新时代文明实践广播、村民群转发等多种形
式，引导村民树立移风易俗文明新风尚，培育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红白理事，“理”出新气象。在兴华村一对
新人的婚礼上，村里的秧歌队穿着统一服装，
手上拿着拉花，脸上洋溢着笑容，随着鼓点音
乐翩翩起舞，营造了喜庆的婚礼氛围。近年来，
芝瑞镇将红白理事会建设作为推进乡风文明
转变的重要抓手，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成立了
红白理事会，致力于通过劝导和宣传，倡导村
民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文明节俭之风，积极
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号召村民摒弃陈规陋
习，倡导文明办丧事、节俭办喜事。通过秧歌表
演代替礼金，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婚俗改革的
积极性，将时代新风尚和移风易俗理念传递到
家家户户。

模范典型，“照”出新风貌。“大家快来，
杜永明被评为‘内蒙古好人’了。”合胜村理
论宣讲室内，正开展“榜样就在身边”宣讲活
动，向村民分享“内蒙古好人”杜永明的故
事。芝瑞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依托，积
极开展道德模范宣讲活动，同时设立“红灰
黑”榜制度，评选诚信户，积极报送道德模
范、“赤峰好人”等典型。通过各类评选活动
的开展，村民更加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说文明话、做文明事，争当模范榜样，文明素
养得到明显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