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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润心聚力，“文化
种子”在乡村生根发芽

【镜头】

“内外有别，老小有序。和善心正，处事

必公……”周末清晨，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洪

湖乡苏家村的苏氏老宅里，20 多个孩子跟着

村民志愿者王桂琴早读。

早读结束，王桂琴领着孩子们到村口的

池塘边讲述村史村景：“咱们苏家村有独具特

色的‘八景’，村里对八大遗存进行保护修复，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们的新模样。”

“苏家村是江西省文明村镇，去年入选第三

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苏耀辉

介绍，村里编制完成了 15 年的村庄总体规划，

结合乡土特点，做好古村风貌的延续和传承。

为留住村庄的“根”和“魂”，苏家村对苏氏老

宅进行了翻修。老宅子地面上刻有 10 余首诗

词，还有栩栩如生的动物雕刻以及仿古书桌……

这里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快乐天地，也是村民们商

议事项、节日聚会、文化演出的重要场所。

每逢周一、周四，村民苏黎书都会早早吃

完晚饭，背起二胡赶往村里的综合文化活动

中心。等到队员聚齐，便开始排练越剧。

苏 黎 书 介 绍 ，这 支 老 年 民 乐 队 有 6 个

人，平时自己练，遇到村里组织活动就会登

台表演。

“村里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综合文化活

动中心、文化广场等各类活动场地，全村有 7
支广场舞队，还有好几个村民‘歌星’，光是村

里人就能拿出一台文艺晚会。乡亲们一起搞

文体活动，乡村生活更加和美。”苏黎书说。

“为满足乡亲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提升

乡村治理水平，我们全力推进乡村文化空间

营造提升行动，构建 15 分钟乡村文化生活服

务圈。”洪湖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丁剑说，乡亲

们自编自导自演，将新生活、新变化编排成歌

曲、短剧，唱身边事、演身边人，农民成为文化

活动的主角，“文化种子”在乡村生根发芽，德

治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了人心、塑造了乡风。

【专家点评】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

院教授黄祖辉：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滋润人心、德化

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强化乡村治理

中德治的润心聚力作用。近年来，一些地方搞

的“村 BA”“村超”“村晚”等很受欢迎，乡村文

化建设结出新硕果。要推进乡村文化设施建

设，加大优质文化产品的供给，突出农耕农趣

农味，多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乡村社会的优秀文化传统，有不少都是

村民的行为方式和处事准则，能对乡村治理

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启示我们要强化农

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

理和保护利用，实施乡村文物保护工程，开展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推动农耕

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结合，加强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更好发挥文化

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着力解决乡村治理突
出问题，推动乡风文明焕发
新气象

【镜头】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

星火村，白墙青瓦的特色民居错落有致，崭新

宽敞的健身广场干净整洁，临街墙上大幅彩

绘勾勒出朝鲜族特色民风民俗，前来赏景踏

青的游客三五成群。

60 多岁的星火村村民金东范说起这几年

的变化，连连感叹，“村庄环境焕然一新，我们

老年人出了不少力。”

星火村党支部书记崔哲俊介绍，为了涵

养文明新风，结合朝鲜族尊老敬老的美德，村

里成立了老年协会。“从春季栽树种花到冬季

清理积雪，‘老会员们’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

整治中来，有了长辈们的榜样带动，全村男女

老少个个干劲十足，纷纷为乡村建设出力。”

崔哲俊说。

星火村老年协会还发挥监督管护作用，

配合村两委开展环境整治监管，对于日常管

护及整治不到位的，及时提出批评意见，促进

全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扎实有效推进。有了

老年协会的助力，星火村的环境发生美丽蝶

变，乡亲们对移风易俗的态度有了转变。

金东范说，一直以来，朝鲜族都把长辈过

寿当成隆重的节日。每次寿宴上都会准备打

糕、糖果、泡菜、鸡、鱼等几十种食材，全村经常

百余人参加宴席，热闹背后增加了不少开销。

“不给家人添负担、不给集体找麻烦，老

年协会带头开展移风易俗，积极组织生日相

近的老人共同过寿，村集体和老年协会帮助

操办，统一宴请，还为老人准备祝寿红包，寿

宴上大家不收礼金，简办新办在村里蔚然成

风。”崔哲俊说。

星火村独居老人多，为独居老人腌制辣

白菜，帮助打扫室内卫生，很多事都由老年协

会服务团队负责帮办。哪家老人有了困难，

老年协会都会上门帮助解决。老年协会已经

成为星火村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的一支重要

力量，有力助推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专家点评】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

授吕志奎：

乡村治理重在持续深化、成风化俗，工作

中要找准着力点，扎实推进。一些地方聚焦

农村矛盾纠纷、婚丧宴请大操大办、农村养老

难等乡村治理重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探

索解决方案，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持续推进

农村移风易俗，要常态化、长效化开展重点领

域突出问题治理工作，采取健全红白理事会、

开展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措施，推动乡风文

明焕发新气象。

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要切实发挥农

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

依靠农民、组织农民，健全自下而上、农民参

与的移风易俗长效治理机制，把保障和改善

农村民生作为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鼓励引导社会和公众参与乡村治理，以乡村

善治的良好成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创新务实管用的乡村
治理方式，有效提升乡村治
理效能

【镜头】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兴隆镇数字乡村指

挥运营中心里，一面滚动着各类数据的“智慧

大屏”格外醒目。“通过走访、摸排、定位、拍照

传至系统，我们可以查看各村环境卫生情况，

进行专题督办，公益岗环卫工人随即会进行

整治。”兴隆镇村（社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樊

宣宣说，镇里以山东省首批数字乡村试点乡

镇建设为契机，搭建数字乡村信息服务平台，

探索乡村治理的新方式、新方法。

打开数字乡村信息服务平台，兴隆镇以

地理信息系统（GIS）、互联网为基础，以雪亮

工程、天网工程等为抓手，打造全镇经济社会

运行“一张图”。点击“民情直通”填报反馈事

项，系统实时派送至相关干部处理，处理后将

办理结果推送给群众，形成了“群众点单—政

府派单—干部接单”的治理新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有

效举措。”兴隆镇党委书记韩新峰介绍，通过各

类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智能分析，信息服务平台

相当于乡村发展的“大脑”和“眼睛”，让乡村治

理、民生服务数字化运营，可见可管可控。下

一步，兴隆镇将继续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实现

对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的上“云”管理，进

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除了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在金乡，点点滴滴

攒积分，人人参与促文明，积分制逐渐成为涵养

良好家风、文明村风、淳朴民风的新载体。

走进羊山镇向阳新村村民满秋霞的家，

一 排 排 花 草 、果 蔬 把 农 家 小 院 装 扮 得 干 净

整洁。

作为村里的美丽庭院示范户，满秋霞家

的 庭 院 被 评 为“ 美 丽 庭 院 ”，成 了 村 民 们 学

习 的 榜 样 ，她 也 因 此 获 得 了 10 分 的 文 明 积

分。“积分可到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向

阳 新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杨 耀 发 说 ，文 明 积 分 通

过 记 录 群 众 日 常 小 事 ，引 导 广 大 群 众 自 觉

践行乡村文明行动，现在乡亲们之间“帮一

把”“顺带手”蔚然成风，点滴善举汇聚成文

明大账。

“积分制培养村民文明习惯，营造邻里互帮

互助的良好氛围，激发村民积极进取的内生动

力。”金乡县文明办主任陶乃勇说，截至目前，全

县 13个镇街已设置积分超市 64个，设立信用基

金 110万元，开展激励兑换 5200余人次。

【专家点评】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研

究员杨东霞：

乡村全面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持续

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要把传统治理

资源和现代治理手段结合起来，创新推广清

单制、积分制、接诉即办、“村民说事”等务实

管用的乡村治理方式，不断扩大乡村治理方

式覆盖面。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

化赋能乡村治理，丰富拓展制度性治理方式，

推动乡村治理能力水平迈上新台阶。

乡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加大乡镇

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乡镇成为为农服务的

重要一环，大力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建设，引导管理服务向农村基层延伸，构建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为农民

多提供“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本报记者 常 钦

治理有效是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重要保障。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时 强 调 ，“ 切 实 加 强 乡 村 精
神文明建设，大力推动移风
易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何
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乡村治理如何群策群力，不断
干出让群众认可的实绩？记
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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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资源优势，发
挥好劳动力、科技、资本
等 生 产 要 素 的 乘 数 效
应，是让油菜花海创造
更多财富的密码。以绿
色发展为支撑点，优化
布局，全价值挖掘，定能
让更多花海点亮乡村

春和景明，一片片油菜

花海扮靓山乡，成了 3、4 月

乡村美景的独一份。

作为我国四大油料作物

之一，油菜兼具多种功能，油

菜花观赏性强，油菜薹可食，

菜 籽 可 榨 油 。 在 湖 南 东 安

县，“稻油轮作”让冬闲田成

为效益田；在江西婺源县，油

菜农文旅相关产业综合产值

占 当 地 GDP 比 重 超 过 三 成

……近年来，我国鼓励各地

扩种油菜，给“油瓶子”装上

更多“中国油”，也为农民增

收 和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增 添 动

力。以油菜花为代表的赏花

观景，是乡村旅游的一大标

志性卖点。今年清明假期，

全国踏青赏花游热度同比增

长超 7 倍。广袤乡村里的油

菜花海，正展现出强劲的消

费牵引力。

不只是油菜花海。田野

里，具备耐迟播、盛花期早等

特性的优质绿肥紫云英；果

园里，更新换代的矮化苹果

树、花果兼用桃树等各种果

树，都在不断擦亮赏花这张

农旅名片。

应该看到，赏春花、品民

俗、忆乡愁，烂漫花海引来的游客所产生的土特产、餐饮、住

宿等消费，是油菜花海背后的经济逻辑。观光农业的主阵

地在村庄，建设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能让赏花的流量变

“留量”。这其中，要遏制可能出现的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冲动。事实上，打造油菜花海，绝不意味着要用饭碗田

换取短期收益。那些不起眼的山坳、田埂上，悉心栽种的紫

花苜蓿、香根草等植物，在提升田野颜值的同时也减少了粮

食作物病虫害；一些地方就地取材，开发稻田小火车、秸秆

手工艺作坊等项目，通过生产生态一起抓，使乡村的吸引力

进一步增加。

让油菜花海更有“钱景”，还有待多要素的汇聚。通

过育种创新，围绕高产高油、花油兼用等目标，油菜花色

彩更多、油菜籽产量更高；耐寒、耐盐碱品种的繁育推广，

让油菜的生长区域一路拓宽至北方和部分边际土地。在

湖北、江西等一些油菜种植区域，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

相关节庆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同时，从菜籽油、花蜜，到菜

薹、化妆品等各类衍生产品，持续延伸壮大的油菜全产业

链，为广大农民带来可观收益。立足资源优势，发挥好劳

动力、科技、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乘数效应，是让油菜花海

创造更多财富的密码。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以

绿色发展为支撑点，优化布局，全价值挖掘，定能让更多

花海点亮乡村，实现乡村生产、生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的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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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田洼智

慧农业园，温室大棚里小番茄果实饱满、色泽

诱人，采摘、拍照，市民游客不亦乐乎。“这草

莓番茄，口感好得很。”市民高扬说。

田洼村党总支书记吴沅锴介绍，农业园

建成各类设施 110 万平方米，引进经营主体

26 家，带动 300 余名农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

过 3 万元。“农业园还建了直播间，把产品卖

到全国。我们还成立了宿迁市田洼智慧农

业有限公司，负责果蔬加工、配送。”吴沅锴

说，接下来将打造“种植+农产品加工+休闲

观光研学旅游”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示

范园。

在“ 土 ”字 上 谋 出 路 ，在“ 特 ”字 上 求 不

同，在“产”字上下功夫。“我们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积极构建‘以农为本、以文为

魂、以旅带动’的产业链，打造乡村全面振兴

新引擎。”宿城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广军介

绍，区里以黄河故道生态富民廊道建设为抓

手，积极发展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和创意

农业，全力带动现代农业、农副产品加工、餐

饮 民 宿 等 联 动 发 展 ，强 龙 头 、补 链 条 、兴 业

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去

年 ，宿 城 区 建 成 以 唐 圩 三 产 融 合 产 业 园 为

代 表 的 省 级 农 业 重 大 项 目 28 个 ，全 年 接 待

游 客 300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1.98% ，获 评 省

级 乡 村 旅 游 创 新 发 展 先 行 区 、省 级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入 选 全 国 首 批 文 化 产 业 赋 能 乡

村振兴试点。

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业态，为乡

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湖 泊 、栈 桥 、花 海 、稻 田 ，乡 村 美 景 如

画 。 蔡 集 镇 牛 角 村 的 欢 乐 田 园 度 假 区 ，吸

引 了 大 量 市 民 体 验 田 园 风 情 、品 尝 特 色 美

食 、饱 览 水 美 风 光 。 牛 角 村 成 了 热 门 打 卡

点 ，周 边 休 闲 农 业 、特 色 农 庄 、乡 村 民 宿 等

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带动 500 余人家

门口就业。

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全业态配套，打造

以度假为主，游乐、观光并重的一站式复合型

农文旅景区，牛角村欢乐田园度假区被评为

省乡村旅游业态创新示范产品。开园一年

来，已接待游客 70 万人次。

除了牛角村欢乐田园度假区，蝴蝶兰大

世界、朱海休闲运动小镇等新业态也出圈引

流，带动富民增收。 2023 年宿城全区 141 个

涉农村居平均收入 101.73 万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4469.2 元、同比增长 7%。

“宿城将坚持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

持续壮大农文旅融合业态，努力让‘水韵天

成·自在宿城’成为愈发闪亮的名片和标识。”

宿城区委书记陈伟说，宿城区将聚焦“农文

旅+”，不断开发和拓展新业态，实现更高水平

的乡村产业振兴。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新引擎
本报记者 王伟健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埔田镇金东岭村，满山翠竹随风

摇曳。“村里种了约 6000 亩竹子，年产竹笋约 2 万吨，我们的

竹笋和竹笋制品还卖到了广西、福建、湖北等地。”村党总支

书记罗沛鑫介绍，近年来，随着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

村工作的开展，产业路越修越长、越修越宽，“埔田竹笋”市

场认可度逐步提高，产品越来越好卖。

“早些年山路崎岖，挑着两筐竹笋颠簸很久才能挑下

山，现在生产路修到竹林边，很多客户开着货车直接上山拉

货。”笋农罗文程说。

这些年，埔田镇的竹笋产业链不断延伸。揭东区竹笋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里，集聚了 50 多家企业，酸笋、笋干、

竹笋罐头等各类深加工产品不断推向市场。揭阳市育秀实

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向笋农收购鲜笋后在原

产地加工，生产的竹笋罐头在日本、韩国等海外市场很受欢

迎，公司带动埔田镇农户种植竹笋 6500 亩以上。

春笋满山谷，殷实民生路。眼下，笋农挥锄挖笋，运笋

车辆往来穿梭，埔田镇呈现一派动人的丰收场景。仅金东

岭村就有 600 多户从事竹笋产业。去年，全村笋农整体收

入增加了 30%左右。漫步村里，一栋栋新楼错落有致，很多

村民家门口停着汽车。

三产融合业态新。埔田镇还以竹笋种植为基础，积极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东莞驻埔田镇帮扶工作队协助当地

打造竹文化创意园项目，项目建成后将集休闲娱乐、观光旅

游于一体，为村民提供更多收入来源。

埔田镇竹笋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揭阳、东莞共同推进广

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一个生动缩影。埔田

镇 3.3 万多亩竹林，平均年产竹笋 10 万多吨，竹笋年加工量

超过 6 万吨，八成以上产品出口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

产业链产值超过 10 亿元。去年，埔田镇成功入选首批国家

农业产业强镇。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埔田镇

小竹笋长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 李 纵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随着气温回升，春耕在全国陆续展开。各地围绕春耕各个环节，

强化组织安排，保障春耕有序进行。

图①：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郭河镇天壤水稻种植合作社社员在

育秧基地除草，这批 12 亩优质早稻品种秧苗可供 1300 亩大田机械化

栽插。 巢志斌摄（人民视觉）

图②：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平邑县供电公司开展安全用电保障

行动，对农灌设施全面“体检”，让小麦浇上“返青水”。

龙古月摄（人民视觉）

春耕正当时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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