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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盈门“雪生金”“和美乡村”谱新篇
——黑龙江哈尔滨市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

◎ 罗彦坤

深培德善沃土 滋养文明繁花
◎ 薛飞平孙静

一场鹅毛雪过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
县富林镇林胜村内，一群游客走出温暖的民
宿，大人们童心泛起打起了雪仗，孩子们忙着
团雪球、堆雪人……欢声笑语传出好远。途远
米乐谷度假农庄负责人介绍，这段时间，村里
的民宿一房难求，远道而来的游客多是亲子
游，山上的滑雪场、村里的采摘园、路边的农家
乐……处处都是人潮涌动的热闹景象。作为冰
城“和美乡村”的创建代表，林胜村农文旅融合
发展，“雪生金”的生动实践，开启了“宜居宜业
人心和美”新篇章。

乡愁乡韵引客留人
绿水青山变“聚宝盆”

林胜村背靠国家AAAA级景区通河铧子
山森林公园。近年来，通河县投入乡村产业振
兴发展资金完善基础设施，通过招商引资打造
了途远米乐谷度假农庄，乡亲们守着绿水青山
吃上了“旅游饭”。2024年秋季，林胜村又新开
了一间米酒坊，通河大米配上铧子山上的野
果，成为游客进村寻访的又一道美味。

在铧子山脚下的“818水库”，冰面上支起
了一座座帐篷，冬钓爱好者们频频起竿，渔获
颇丰。有人直接在帐篷里架起火锅，现涮活鱼；
有人把鱼拎到不远的山水阁民宿，送进后厨。
铁锅炖鱼、吊炉烧烤……家家门前酒旗飘扬，浓
浓的烟火气成为一道独特风景。“铧子山脚下
的村庄，如今基本都吃上了‘旅游饭’，仅靠小
菜园出产的水果、蔬菜、杂粮、杂豆，每个村年
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通河县乡村振兴局局
长张会朋说。

2024年，通过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经验，哈尔滨市完成了112个“星级村”
建设，一个个山清水秀、文明和谐、宜居宜业、
欣欣向荣的村庄脱颖而出，乡村生态好起来

了，人居环境美起来了，乡愁乡韵浓起来了。

规划先行“寸土生金”
村村都有新亮点

乡村建设，规划先行。在村庄规划编制过程
中，哈尔滨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一切从村民
意愿出发，真正反映村民诉求。坚持因地制宜、
突出地域特色，避免乡村建设“千村一面”，在
特色乡村打造方面成效显著。

通河县通河镇桦树村，棚室草莓是“一村一
品”，温暖如春的大棚里采取立体种植模式，更
方便采摘。棚里还养殖蜜蜂，授粉、灭虫除螨都
采取生物方式，保证绿色、有机生产。方寸之
地，巧做文章。创造了多重收益，成就了“和美
乡村”不同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收入攀高，
更激发了村民发展庭院经济的内生动力，同
时，也推动着乡村环境迈上新台阶。村民们说，
如今，住在村里就是住在“景区”里，守着天然

“大氧吧”，城里给套房子都不换。
方正县德善乡育林村“梨味”正浓，这是

近年来打造的文化新IP，“梨香小院”“梨花院
落”……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一副匾额，门上
都有一副与梨有关的楹联，大红灯笼指引着
游人进村寻味，待客的“头道菜”必是一盆冻
梨。“这片梨树园可是村里的‘宝’，是祖辈传
下来的财富，更是打开致富之门的金钥匙。”
方正县德善乡相关负责人杨曦介绍道，育林
村“梨文化”已有百余年历史，如今是当地知
名美景之一。

念好“产业经”，主打“乡愁牌”。近年来，育
林村走上了“和美乡村”建设发展之路，做强“梨
经济”、做活“梨文化”，成为乡亲们振兴路上的
新课题。为了更好地破题“山水育林”，方正县积
极对接清华大学实践支队参与乡村建设，清华
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正式挂牌。村路旁的一块

景观石上，记录着几年来参与乡村建设的清华
学子姓名，那块“我在方正，梨清华不远”的指路
牌，指向和勾勒出全村孩子的清华梦。

文化铸魂赋能乡村
实现“和美”目标

农民是“和美乡村”受益者，也是建设者。为
了让农民成为真正主角，哈尔滨通过深度挖
掘、丰富乡村文化活动，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
下去，为“和美乡村”建设铸魂赋能，实现人心
和美最终目标。

入夜，木兰县吉星乡火炬村灯火通明。身穿
花袄的赵福环忙里忙外，端出一盘盘热气腾腾
的饺子招待客人。“这在我们村属于夜宵，吃饱
了就不冷，好出门看大秧歌。”赵福环满面笑容
地说。

吉兴乡是“省级知名乡村文化品牌”，每到
年前戏份十足：彩色雪雕一条街、农民灯火节、
农民歌手大赛、大秧歌汇演……好戏连台、精彩
不断。在乡文化站的指导下，当地成立了101支
文艺队伍，创建了26个“文化大院”，“乡村文艺
人”全体行动起来，搅热红火中国年。不少城里
人专程开车进村凑热闹。去年春节期间，吉星
乡红升村还接待了挪威电视台的摄制组，他们
专门来拍中国乡村的烟火气，乡村烧酒坊、铁
锅炖、热气腾腾的饺子和汤圆，让老外连竖大
拇指。

吉兴乡文化站站长王向东说，文化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包含着“和美乡村”的
根和魂，必须要让农民真正唱主角。只有充分
激活农民的参与热情，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才能让群众成为“和美乡村”的
创造者、参与者、维护者和享受者，才能让深厚
的乡村文脉迸发活力，真正守护一方山水，留
住一方乡愁，守住乡土文化的根。

近年来，安徽省岳西
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不断提升农业机械
化水平，推动农机与春耕
生产各环节融合，助力农
业生产降本提质增效，赋
能乡村全面振兴。眼下正
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
农民抢抓农时开展春耕
备耕各项工作，按下春耕
备耕“加速键”。图为 3 月
7 日，在安徽省安庆市岳
西县温泉镇资福村，农民
驾驶农机翻耕田地。

吴均奇摄

近年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坚持抓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在推进文明乡风塑造方面持续
发力、深耕细作，推动形成民风淳朴、社会风气
向上向善的城乡一体文明格局。

“思想引领+体系护航”筑牢
文明根基

协同联动构建“文明矩阵”。建立宣传部
门主导，农业农村、民政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席
会议制度，形成区镇村“三级联动”，属地管
理、行业监管、群众自治“三方融合”的工作机
制。将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工作纳入文明镇村
动态测评，列为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关键，以倡
导性和约束性措施并举，实现城乡文明共建
共治共享。

理论传播深耕“文明火种”。依托覆盖全
域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动“‘丰’向标”

“鹿乡党课”“撷理入海”等全区 23支特色理
论宣讲队伍下沉，通过“文明新风课堂”“好人
事迹分享会”“金句我来讲”等系列活动，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生根。目前全区
累计开展主题宣讲 500 余场次，受众超 3 万
余人。

典型示范高扬“文明风帆”。注重挖掘、培
育、宣传先进典型，成立“道德模范工作室”，积
极开展“好家训好家风”传承活动，邀请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等走进机关企业、村居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开展移风易俗宣传
50余场次，请身边人说“事”，以身边事育“人”，
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

“立破并举+守正创新”推进
移风易俗

把握群众自治“关键点”。充分释放红白理
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自治组
织活力，组织开展婚丧嫁娶服务、邻里互助和
道德评议等活动1400余场次。推行文明乡风积
分制，将红白事消费标准、志愿服务等内容纳
入积分管理，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西团镇巧
用“小积分”撬动乡村“大文明”》入选全省首批
移风易俗优秀案例。

瞄准革除陋习“突破点”。精准聚焦移风易
俗领域顽固症结，全力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及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发力整治高额
彩礼、大操大办、薄养厚葬、人情攀比、封建迷
信等方面问题，切实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实际
困难，为乡村文明健康发展清障开路。

打造婚姻服务“新亮点”。落实全省婚俗改
革试验区工作，在全市率先推行婚姻登记、婚
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一站式”便
民服务模式。举办14次户外集体颁证仪式、5
次集体婚礼活动。户外集体颁证服务项目被确
定为全省民政标准化示范项目，婚俗改革工作
经验被省文明办微信公众号推介。

“文明实践+文化惠民”赋能
新风塑造

志愿服务传递向上向善力量。组建文明乡
风志愿服务队伍，深入社区、乡村开展普法反
诈、政策咨询、禁毒宣传、医疗义诊等多种服务，
并结合真实案例向村民普及封建迷信、大操大
办、厚葬薄养等问题，引导广大群众转变思想观
念、抵制陈规陋习。目前已开展各类主题志愿服
务2750场次，让广大群众切实感受温暖和关爱。

主题推进收获文明实践成果。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阵地，搭建文明乡风建设“大舞台”，
实施“文明实践月月行”活动，先后围绕“迎新
送暖”启程月、“传统文化”弘扬月、“文明乡风”
倡树月等12个月度主题，开展一系列接地气、
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3200余场次，服务群众
3.9万余人。创新开设“丰有约·市民课堂”16
期，助力提升群众综合素质和文明素养。

文化润心绘就精神富足画卷。常态化开展
百姓星光大舞台“周周演”“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乡村红韵、文化丰行”红色文化乡
村巡演、非遗集市等系列惠民文化活动480场
次，以文化人、成风化俗，推进新时代文明新风
走进千家万户。大中街道芳韵舞蹈队获2024年
全国妇女广场舞（健身操舞）大赛特等奖，瓷刻
传承人陈银付成为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传承人。

今年以来，四川省江油市创新开展“诗城新
风”主题活动，通过“新风乡约”“新风贤话”“新
风舞台”“新风小院”等系列活动，探索实施以文
明基因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构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新路径。近日，江油市青莲镇与龙凤镇联合
开展的乡村“音”雄会，以别开生面的“村歌”竞
演活动，给出了创新答案。这场以“新风舞台”为
载体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一场乡土音乐的盛会，
更是一场“以需定供”“跨界联动”实践样本，彰
显了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深层逻辑。

乡音荟萃，老少同台唱响振兴乐章。在“新
风舞台”上，参赛者既有稚气未脱的孩童，也有
精神矍铄的老者。16组本土选手以乡村经典
曲目为主，表演形式丰富多样，选手们以美妙、
激昂的歌声展现新时代乡村新风貌。《一壶老
酒》的乡愁抒写与《祝福祖国》的家国情怀形成
情感共鸣，儿童组《童心向党》的纯真演绎则昭
示着红色基因的代际传承，实现从个体才艺展
示到集体价值表达的升华。

文化赋能，互动展陈激活乡村记忆。活动
现场，通过“文艺展演+文化传承+产品推介”

的立体模式，让文明新风与乡土文化、产业发
展实现有机融合。李白文化知识竞答、非遗文
创展销、农特产品推广等环节的有机嵌入，将
文化传承、产业赋能与文明传播熔于一炉。尤
其以铁锅、折耳根等乡土物品作为奖品的设
计，实现了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的价值同构，
转化成可感可知的乡音乡情。从稚子到老者，
参与者用歌声重构了乡村文化生态，这种以群
众为主体的文化活动，正是破除陈规陋习、培
育文明乡风的关键路径。

新风润心，文明实践滋养和美乡村。新风舞
台“音”雄会，将“婚事新办、孝老爱亲”等文明倡
导编入互动题目，把“勤劳致富、生态宜居”的振
兴图景融入歌词旋律。活动以群众为主体的参
与模式，旨在推动全市形成“1+N”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新路径（“1”即以“新风舞台”为核心阵
地，打造永不落幕的乡村文化客厅；“N”即拓展
非遗活化、农文旅融合、道德评议等多元载体），
实现对城乡群众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真
正体现了把人民情怀根植于心的使命自觉，不
断激发群众干事创业内生动力。

近年来，非遗工坊在传承文化、发展产业、
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
锚定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非遗+
乡村振兴”致富模式，积极对接市场资源，建成
了波航乡南岔村排灯帮扶工坊，将传统手工艺
转化为特色产业，为留守妇女、困难家庭、低收
入群体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实现“指尖技艺”
变“指尖经济”，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为波航乡
的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近日，由青海大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的排灯帮扶工坊在南岔村正式揭牌，
标志着波航乡在探索非遗与乡村振兴融合发
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排灯帮扶工坊占
地面积达150平方米，分生产车间和展厅两
部分。走进展厅，一盏盏排灯整齐排列，古朴
的木质框架搭配薄透宣纸，绘制着八仙过海、
农耕图等精美图案，大小不一，错落有致。车
间内，排灯制作培训正在有序进行，专业老师
边示范边讲解，工人们围坐四周时而认真记
录，时而上手实操，车间里满是专注学习的氛
围。波航乡南岔村党支部书记张海福介绍：

“我们村办这个排灯帮扶工坊的初衷，就是传
承非遗。一方面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展馆发展乡村旅游，一边干，一
边摸索。”

目前该工坊已招收工人22人，其中脱贫
户、低保户15人。为保证工坊产品质量，提升
工人技艺水平，工坊对每个人都进行了培训，
确保每一位上岗工人都能熟练掌握相关技能，
在实现自身增收的同时，推动产业稳步发展。
排灯帮扶工坊学员雷玉萍说：“家里有老人，有
小孩没法出去打工，这边就在家门口干活，家
里能顾上，小孩也能顾上，还能增加收入。”排
灯帮扶工坊学员谈海霞说：“我们村的排灯工
作坊今天揭牌了，前期我也是积极报名来学习
制作排灯，湟源是排灯之乡，作为一名年轻人
我也希望家乡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排灯帮
扶工坊的建立，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更是为乡村经济发展搭建新平
台。工坊将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帮助村民提升
收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同时，通过产品的市
场化推广，进一步提升波航乡非遗的影响力，
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促进产业多元化。

本报讯（潘志强 潘远祥）为进一步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近
日，河南省罗山县子路镇组织开展了道路两
旁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对镇区主要道路两侧
的环境卫生、乱搭乱建、占道经营等问题进
行了集中整治。

此次整治行动重点针对镇区主干道两侧
的卫生死角、杂草杂物、乱堆乱放、违规广告
牌等进行清理，并对占道经营、乱搭乱建等行
为进行劝导和整治。行动中，工作人员分工明

确，配合默契，手持扫帚、铁锹等工具，认真清
理道路两侧的垃圾杂物，并对沿线商户进行
宣传教育，引导他们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共同
营造干净整洁的镇容镇貌。

经过集中整治，镇区主要道路两侧的环
境卫生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道路更加整洁
畅通，镇容镇貌焕然一新。此次行动不仅有
效提升了子路镇的人居环境质量，也进一步
增强了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为打造
美丽宜居乡村奠定了坚实基础。

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近年来，贵
州省施秉县白垛乡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聚焦
文明乡风建设，因地制宜、顺势而为，从群众
需求出发，找准发力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在文明乡风建设中“找好调”，在群众需求中

“找好音”，奏响了独特的文明乡风“交响乐”。
筑牢“红”阵地，奏响“主旋律”。白垛乡

以党建为引领，强化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
基层党组织“领头羊”，实施“培源、提质、赋
能”行动，选优25名村级后备干部，发展2名
致富能手入党。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定期
入户走访，宣传惠农政策，确保“3+1”指标，
提升村“两委”战斗力与群众满意度。同时，
高标准建设文明实践阵地，完善设施、丰富
内容，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扮靓“美”乡村，奏响环境“协奏曲”。白垛
乡聚焦提升村容村貌，深入推进厕所、垃圾、
污水“三大革命”，实现生活垃圾统一清运和
集中处理。同时，聘请保洁员163名，维护乡
村道路和主要活动场所的环境卫生，有效提
升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切实增强了农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树立“优”规矩，奏响新风“进行曲”。白垛
乡以完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为抓手，结合村
情民意，将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家风传承等
理念融入村规民约，强化其约束性和实效性。
同时，制订“五控一提倡”“六禁两美”等机制，
引导群众转变文明观念。此外，通过“寨管委+
院坝协商+文明实践”等载体，创新村民议事
平台，围绕生态保护、移风易俗、人居环境等

议题开展协商活动，解决民生实事和破除陈
规陋习。2025年以来，已修订完善乡规民约1
部，村规民约7部。

传承“红”基因，奏响文化“交响乐”。白
垛乡依托黑冲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红色基础
设施，打造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同时，
白垛乡凭借独特的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生
态禀赋，发展绿色产业，打造“云宿·黑冲”特
色项目，投入890万元建设完善相关配套设
施，实现“红旅结合、以红带旅、以旅传红”的
发展目标。

选树“好”典型，奏响榜样“奋进曲”。白
垛乡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促文明乡风，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签订《移风易
俗承诺书》，带动更多群众自觉参与。同时，
常态化开展先进典型选树工作，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示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的事迹，用榜样力量带动广大群众践行文
明新风。

抓实“兴”举措，奏响振兴“圆舞曲”。文明
乡风建设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白垛乡在推动三色产业发展的同时，重视群
众精神文化建设，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举办

“迎春杯”乡村运动会、“和美乡村”篮球赛等
群众性活动，并积极与文旅部门对接，引入文
化进万家暨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活
动；增加农家书屋书籍种类与数量，2024年以
来，农家书屋投入资金1.4 万元，新增书籍
400余本。

四川江油市
文明实践传薪火 新风舞台载乡音

◎ 何志强

青海湟源县
让非遗工坊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

◎ 汪永梅马玲芬

贵州施秉县白垛乡
“红”筑根基“绿”绘景 奏响文明乡风“进行曲”

◎ 邹鲜

河南罗山县子路镇开展环境整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