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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城友谊村以文明乡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这样的新农村，

生活一点不比城里差
◎ 杨骐菲徐松银

季夏时节，走进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刘庄

镇友谊村，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新农村美景：宽

敞亮丽的道路，干净整洁的村庄，绿树环绕的

新型社区，欢乐开怀的村民……在这幅美丽的

田园画卷背后，是该村文明乡风建设取得的丰

硕成果。近期，友谊村获评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培育新理念建设新家园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新农村，生活质量不

比城里人差，每天心里都美滋滋的！”生活在友

谊社区的赵福康老人对如今的生活很是满意。

该村注重培育新理念，打造新型农村社区

“红色邻里”党建品牌，组建“666”服务帮，18

名党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为民服务，确保5分

钟内响应村民需求，不断织密红网格，激活红

细胞，牵好红纽带。村里专门成立了老书记工

作室、村民调解室、有事好商量工作室，设立警

网融合工作室，重新修改制定了友谊村“村规

民约”。

弘扬新风尚共享新生活

友谊村打造了全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设置党建馆、村史馆等阵地。深入推进文明

乡风建设，将文明公约、村规民约等有机融合，

将道德讲堂、理论宣讲融入实践活动，常态化

开展送戏、送健康、送服务等文化惠民活动，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该村先后投资500多万元，建立2000多

平方米的便民服务中心，设置农家书屋、文化

广场、社区医务室等。“所有村干部都在一楼大

厅办公，办公面积虽然小了，但服务效率提高

了，与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村党总支书记

徐艳对服务群众深有体会。

探索新实践建设新友谊

友谊村不断探索文明村建设新路径，真

正让文明乡风建设落细落实。村里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为载体，先后开展法

律讲座、文明礼仪、移风易俗、防诈骗知识等

讲座、宣讲活动 50 余场次，培训村民 3000

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万余份，助力

乡村振兴。

该村将志愿服务融入文明村建设全过程，

全村10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环

境整治、文艺演出、关爱困境儿童困难老人等

文明实践活动，营造团结互助、扶贫济困、平等

友爱、融洽和谐的良好风尚。

下一步，友谊村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激

发动能，凝聚人心、振奋精神，不断提升村庄秀

美“高颜值”，树立文明乡风“新标杆”，全力推

动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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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案小事不“小看”认真管出大民心
——重庆南岸区“小案小事”治理专项行动交出满意答卷

◎ 黄晓飞彭艳娇

在四川省岳池县石垭镇三块碑村固定观

察户、村党支部副书记陈虎的《记账手册》上，

几笔新支出格外醒目：岳池郑家马拉松报名

费、达州马拉松报名费、达州马拉松车旅费。不

同于以往的米面粮油、大件家电开支，这几笔

支出映射着村民生活的跃升。

“村里环境变美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咱也

更注重体育健身了。去年爱上跑马拉松，今年

就带起了队伍。”近日，指着这些账单，陈虎话

语里透着自豪。在他的带动下，村民李玉巧等

人纷纷加入，如今还成立了乐跑团。

作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之一，三块碑村

50户观察户的账本上，文字与数字的变化，鲜

活映照出乡村生活的崭新面貌。

岳池公交9号线直抵村口。一步踏出车

厢，脚下便是平整的黑化沥青路。道路两旁，豆

腐坊、制衣工坊、鞋面加工坊等10余家“小车

间”机声隆隆，为村民提供了数百个家门口的

就业岗位。不时穿梭其间的保洁员身影，为这

幅产业图景增添了一抹洁净底色。

村道旁，图文并茂的文化宣传牌与党群服

务中心的动态栏相映成趣，让文明理念从墙上

“走”进心里。

村上每月举办道德讲堂，好媳妇唐小燕

就是其中的“活教材”。93岁的张仁玉身体硬

朗、衣着整洁，提起儿媳唐小燕满是夸赞：“这

个媳妇好哦！”小到剪指甲、洗澡搓背，细到特

意购置带护栏的软椅，唐小燕的孝心浸润在

日常点滴。

村里的儿童之家在周末和假期同样热闹，

提供免费学业辅导，开设红色故事会、非遗剪

纸课。“孩子现在天天催着来书屋，电视都不爱

看了。”村民伍薪羽感慨乡村教育生态的蜕变。

每月的村民议事会，累计解决道路修缮、

路灯增设等30余件民生实事。值得一提的是，

经议事会通过的村规民约，创新地将文明积分

与医保代缴、分红福利挂钩，大大激发了村民

践行文明行动的积极性。

依托广高路、仪北路等便捷的交通优势，

三块碑村做优水稻、玉米特色种植，去年村民

人均收入增长12%。这些收益持续反哺村庄

建设，形成了“文明促发展、发展惠民生”的良

性循环。

漫步村庄，生态宜居的画卷徐徐展开。房前

屋后，干净整齐，绿植丰富。该村党支部书记李

秉奎介绍，2公里全覆盖污水管网消除了村里的

臭水沟，路灯全覆盖点亮了村民的夜间生活，新

建的文化广场、藏书千册的农家书屋，让公共服

务真正触手可及，成为村民幸福生活的新地标。

“如今村里环境不比城里差！”李玉巧笑

道：“议事会回应快，环境好、设施全，看病养老

有保障，产业有发展，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今年，三块碑村入选“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镇”，这是对村庄文明建设成果的肯定。得知喜

讯，李秉奎当即在三块碑村干群连心群里，传

递喜悦，号召大家践行文明行动，做好这块招

牌的守护者和形象大使。

四川成都市蒲江县
打出文明校园建设

“组合拳”
◎ 蒲萱

自今年3月四川省成都市启动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九大行动”以来，蒲江县以“绣花”般

的精细治理，深入开展“校园文明环境提升行

动”，打出“专项整治+长效建设+文明浸润”组

合拳，让文明校园建设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今年，蒲江县聚焦基础教育设施升级，全

力推进1所小学、5所幼儿园新（改、扩）建工

程。项目科学优化校舍功能分区，不仅配置智

能化教室、多功能活动室等现代化硬件设施，

还匠心打造四季有景的绿化景观带，让校园成

为兼具实用性与美学价值的成长空间。卫生管

理层面，严格落实校园卫生管理制度，每周固

定开展全员卫生大扫除，为师生营造整洁、健

康、文明的学习生活环境。

县文明办牵头联合县公安局、县文广体旅

局、县市场监管局等8个部门成立2个检查组

共24人，对全县56个校点开展春季学期校园

周边综合整治，排查整治校园周边安全隐患6

处。还同步印发《蒲江县教育局校园周边综合

治理实施方案》，成立专项领导小组，明确任务

分工及阶段目标，确保综合治理工作有序推

进、长效落实。

学校抓住传统节日及重要节点，有序组织

学生开展多元主题文化活动。开展非遗传承课

堂，让学生们跟民间艺人学剪纸、刺绣、陶艺，

感悟传统技艺魅力；开展志愿服务，学生们走

进社区助老扶幼、宣传环保，传递爱心与责任；

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动，通过讲座、情景剧等

形式，让知礼懂礼之风浸润校园。

2024年7月以来，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市

委文明办的部署指导下，南岸区以深化全国文

明城区建设为总抓手，扎实开展十件“小案小

事”治理专项行动，通过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

服务，交出了一份既有温度又有质感的文明答

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

度持续提升。

民生痛点变幸福支点

群众认不认可、满不满意，始终是衡量“小

案小事”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也是推动文明

城区建设走深走实的核心要义。

曾经让市民头疼的“停车难”问题，正在南

岸区得到有效缓解。

在“小案小事”治理过程中，南岸区城市管

理局联动多个部门，充分挖掘医院周边闲置边

角地块，以“倾斜式”方式增设路内停车泊位37

个，实现有限道路条件下停车资源供给最大化。

此外，南岸区通过“见缝插针”盘活闲置资

源，在老旧小区、商业中心等重点区域新增停

车位2364个；推动停车设施智能化改造，动态

更新停车资源；兼顾道路通行功能，夜间增设

潮汐停车位等方式，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停车

需求，全区停车秩序也得到明显改善。

文明规范养犬，既是爱狗人士的法定义

务，也是城市治理的关键课题。

南岸区将“文明规范养犬”作为“小案小

事”治理重点、强力推进。创新建立“文明养犬

联盟”，联动公安、社区、物业、宠物店四方，加

大信息畅通、协同处置力度，全面优化养犬摸

排登记、疫苗注射、犬证办理等工作。越来越多

的爱狗人士第一时间主动完善相关手续，

3973只爱犬拿到了“数字身份证”。

一年来，南岸区涉犬纠纷下降15.2%，在

2024年全市养犬整治专项行动中，工作成效

位居主城区首位。

文明习惯塑城市形象

餐桌文明，不仅是节约粮食的体现，更是

彰显城市文明的窗口。

“您好，请问几位就餐……建议您按需点

餐，避免造成浪费。”晚餐时段，黄女士一家来

到南山夜景火锅店，点餐时，服务人员给出了

温馨提示。

在火锅店大门口，立着“南岸区放心消费

菜单”招牌，上面列举了36种菜品的分量、价

格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电话。

“我们通过‘放心消费菜单’这个‘小切

口’，逐步形成政府主导、行业自律、公众参与

的共治格局，点餐适量化、消费绿色化成为一

种新‘食’尚。”南岸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自2023年起，南岸区创新推出“放心消

费菜单”活动，引导餐饮企业在门店显著位置

公示菜品分量、价格和投诉电话，在菜单、点单

页面和店铺醒目位置设置“制止餐饮浪费”提

示语，全区2100余家餐饮单位主动公示“放心

消费菜单”，从源头上减少浪费，带动餐饮行业

加速绿色转型。

斑马线是守护生命的“安全线”，也是城市

文明的“风景线”。

在南岸区学府大道，文明劝导员总会向文

明礼让的车辆和行人竖起大拇指。南滨路上，

一群“文明小使者”牵着父母的手示范“一停二

看三举手”文明过马路……这座城市的交通脉

搏里，正跳动着“车让人、人快行”的双向默契。

这背后是南岸区“马上留步”行动的系统

发力，南岸区于2014年启动“马上留步”精神

文明建设工程，组建以党员干部为骨干的600

人文明劝导队，常态化活跃在全区69个重点

交通路口开展文明劝导。

与此同时，该区结合“小案小事”治理，将

礼让斑马线等文明行车纳入驾考安全教育内

容，开展礼让斑马线普法宣讲，全面提升了机

动车礼让行人率。数据显示，全区机动车礼让

行人率从治理前的58%提升至89%，交通事

故率下降23%。

德法共治建长效机制

“小案小事”治理，既要靠“法治之力”，也

要靠“德治之魂”。

“今天担任‘文明执法体验官’，让我亲身

感受到‘严格执法’的力量和‘文明执法’的温

度……”市民小杨的“体验官”视频在朋友圈疯

传。这是南岸治理的又一创新举措，通过邀请

市民体验执法，以群众亲身感受来带动更多人

明晰法治的边界，以及执法人员的不易，从而

自觉维护城市的市容秩序。

与此同时，南岸区始终将宣传教育贯穿

“小案小事”治理全过程，开设“小事不小，南

‘案’不难”专栏，发布稿件100余条、浏览量超

200万人次；22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联动，

开展“文明在行动”系列活动2000余场次；将

文明养犬、垃圾分类等“小案小事”纳入居民公

约，指导住餐协会将吃得文明纳入行业公约，

并印成标语、编成故事广泛宣传，通过点滴规

范让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为了让居民成为“小案小事”治理的“主理

人”，南岸区全域推行“五长制”，聘请社区干

部和普通市民成为“街长、路长、院长、楼长和

居民小区长”，约1.2万名志愿者化身“文明探

头”，活跃在南岸各个角落，成为文明建设的生

力军。

海棠溪街道学苑社区的陈正春就是数千

名“路长”中的一员。

“刚开始的时候，环境确实不太尽如人

意。”老陈说，“乱张贴、乱丢垃圾、乱摆摊的较

多，有时候劝都劝不住。”对于这些问题，老陈

能自己处理则自己处理，如果遇到无法处理

的，他便记录在巡查日志中，向街道相关科室

上报。

在“路长”们坚持不懈地劝导和带动下，学

府大道沿线的市容秩序得到了极大改善，周围

的老百姓也纷纷加入到“五长”队伍中来。

如今，南岸区正将治理经验转化为长效机

制，通过智能化、精细化管理升级，持续探索

“有温度的城市治理”新模式，向着宜居之城的

目标稳步迈进。

●“见缝插针”盘活闲置资源，在重点区域新增停车位2364个；创新建立

“文明养犬联盟”，3973只爱犬拿到了“数字身份证”，涉犬纠纷下降15.2%

●全区2100余家餐饮单位主动公示“放心消费菜单”；组建600人的文明

劝导队，常态化活跃在全区69个重点交通路口开展文明劝导，全区机动车礼

让行人率从治理前的58%提升至89%，交通事故率下降23%

●约1.2万名志愿者化身“文明探头”，活跃在南岸各个角落；222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联动，开展“文明在行动”系列活动2000余场次

50本账本里的乡风文明账
◎ 本报特约记者 沈巾钦邓林灵

● 50户观察户的账本上，文

字与数字的变化，鲜活映照出乡村

生活的崭新面貌

● 每月举办道德讲堂，儿童

之家提供免费学业辅导，开设红色

故事会、非遗剪纸课

● 经村民议事会通过的村规

民约，创新地将文明积分与医保代

缴、分红福利挂钩，大大激发了村

民践行文明行动的积极性

数
说
变
化

连日来，中国天冬之乡内江市东兴区

积极在天冬产业重镇郭北镇青台村等地搭

建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平台，与成

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携手开展“道

地天冬·云端助农”大学生社会实践主题活

动，通过园区参观、农家访问、田间劳作、直

播带货等方式，进一步拓宽大学生的社会

视野，培养他们服务“三农”的意识和情怀。

图为7月5日，大学生在青台村天冬产业园

区进行劳动实践。 李建明樊文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