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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积分”汇成乡村振兴“大能量”
孙 懿

“小积分”汇成乡村振兴“大能量”
孙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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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南任庄村积分制管理兑换超市兑换商品。 武新才摄影报道

近年来，各类短视
频平台发展得风生水
起，眼花缭乱的短视频
更是充分占据了乡村市
场。“十一”返乡回到
老家，无论是田间地
头 ， 还 是 樵 村 渔 浦 ，

“ 老 铁 666”“ 抖 音 神
曲”的声音此起彼伏，
在 各 大 社 交 媒 体 上 ，

“乡村”元素已成为一
种短视频的流量密码。
一批“新农人”以乡村
生活为中心，通过在社
交平台上分享乡村的日
常生活、特色美食、传
统手工艺等，向大众展
示了中国多姿多彩的乡
村生活与乡村文化，吸
引了大批粉丝，唤醒了
大家对田园牧歌生活的
向往，也成为连接城市
与乡村的信息桥梁。

“乡土气”短视频
之 所 以 能 够 “ 出 圈 ”

“爆火”，原因在于乡村
承载的是中国传统文
化。乡村还是重要的媒
介景观，大众媒介通过
围绕乡土空间创造出一
系列作品，使之成为大
家 共 同 的 精 神 家 园 。

“乡土气”短视频同时
还能激发出万千游子的

“乡愁”，“乡村”元素
凭借自身特有的质朴、
纯粹成为治愈当下浮躁社会的一
剂“良药”。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中国
网信事业大踏步向前，为短视
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物质保障。技术成熟也让更多
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为“网红”，

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
红利。但面对庞大的
流量和利益，并不是所
有人都能够承接得住。
随着平台和机构涌入，
在商业利益驱动下，“乡
土化”逐步被“商品化”。
因短视频大火的大批

“草根”“网红”群体中，
有些“网红”为了迎合而
迎合，出现了一些粗鄙、
反智、泛娱乐化、暴力、
低俗的内容。

为了保护好短视频
的“乡土气”，需要充
分调动起社会各方参与
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对短视频行业进行规范
管理和监督。要健全法
规制度，严格执法，加
强监督，严格把好信息
生产传播关，对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整治；平台
和机构作为短视频的运
营者要肩负起主体责
任，走好新媒体时代的
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贴
近群众、服务群众，强
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
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
户的参与、分享，生产
出更多反映时代特征、
群众呼声的传播内容，
同时要加强对作品的把
关审核，完善平台内部

处理机制。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传

播学博士研究生）

小小的诚信积分，让村民真真切切享受
到信用建设带来的实惠，值得点赞！

事实上，不仅在南任庄村，近年来，中国
的不少乡村都在积极利用信用积分评价机
制改善乡村治理，把孝老爱亲、助残助困等
美德行为纳入信用积分管理，为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注入了“信”动能。

建设文明乡风，农民群众既是受益者，更
是参与者、贡献者。引导农民群众崇善向上、
践行诚信美德，关键要通过合理的机制激发
其内生动力，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转习惯，以习惯树新
风”的信用积分评价机制，正是一种能够有效

激发乡亲们参与村务积极性的好办法，让更
多人主动参与到乡村治理、文明乡风建设工
作中来，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成为文明
乡风的守护者。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
有之义，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和软基
础。乡村的善治与否，不仅关系着农村生活是

否安定有序，也决定着全面乡村振兴的根基
能否稳如磐石。把信用管理嵌入乡村治理的
各个层面，有助于形成推动乡风文明的合力，
让广大农民群众在精神上真正成为乡村振兴
的主体，为全面乡村振兴增添主动性和活力。

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积分”，正在汇
聚成为乡村振兴的“大能量”。

金秋时节，在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南任
庄村一个小超市，村民们纷纷来到这里购物。
新奇的是，他们买东西既不扫码支付，也没拿
现金，而是用一张张小票子兑换“积分”，凭

“分”购物。
原来，这里是武清区发改委为推动信用体

系建设而设立的诚信试点村庄，以综合服务
站、村内超市等服务站点为阵地，持续开展村
民诚信积分兑换、积分消费等活动，诚信积分
达到一定分数的村民可定期兑换生活用品或
在村内超市消费。村民们参加村里组织的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都可以积累诚信积分，
这些积分，既能够兑换商品，也能够免费体检、
理发，在村图书室借阅图书。

南任庄村还与农业银行开展深入合作，
落地惠农通综合服务站，推出“惠农 e 贷款”

“助业 e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等产品，
推动农村信用与村集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与协
调发展。同时，该村还组织开展集体授信工
作，有效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题，村内农户均可
享受 5 万元至 30 万元不等额度的信用贷款。

截至目前，全村
村民累计授信信
用贷款额度1300
万 元 ， 村 内 企
业、个体户累计
授 信 贷 款 额 度
500万元。

近年来，武
清区持续推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
高质量发展，深
耕农村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推动

“ 信 用 + 农 村 产
业”“信用+乡村
旅游”等特色信
用应用场景在农
村落地。不断拓
展延伸农村信用
应用场景，信用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取得
积极成效。截至目前，全区累计采集涉农信

用信息40余万条，农村居民积分涵盖1.22万
余户。

“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
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耳机里循环播放着

《草原之夜》，望着飞机舷窗外的天山山脉，距离
可克达拉市越来越近，我心中也充满了期待。

2021年我曾到过这里，虽是短暂的停留，这
座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的边城却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城市中成片的树林、城市边
一望无际的稻田，静谧、祥和的城市氛围，让一直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一下子就放松下来。

虽然建市只有8年，但这里的故事却要从
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说起。

红色：为屯垦戍边而生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
屯垦在天山。”1954 年 10 月，党中央决定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兵团数十万干部职工挺
进并屯驻在新疆两大沙漠的边缘地带，到一批
又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城乡青壮年和大中专毕
业生从祖国四面八方陆续来到新疆，加入兵团
这支新中国屯垦戍边大军，几代兵团人书写了
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从 20世纪 50年代进驻伊犁河谷至今，兵
团四师最鲜明的底色就是红色，屯垦戍边、兴
边富民，四师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来到六十三团的姊妹湖，水天一色，对岸的
树林倒映在湖面上，一幅优美的油画跃然而现。

然而，几十年前的姊妹湖，却是一片沙地，
自然条件之恶劣令人震惊，“黄沙滚滚不见边，
风吹沙起不见天”。

六十三团驻地是塔克尔穆库尔沙漠，曾经
一场狂风可吞噬7万亩耕地和渠道。别说发展，
生存都困难。但是这里靠近边境，屯垦戍边的任
务，决定了六十三团人必须在这里繁衍生息。

于是，一场与风沙的较量开始了。住草棚、
地窝子，吃杂粮、窝窝头，风餐露宿，披星戴月，
架桥修路，挖渠引水，植树造林，开荒造田……

治沙需要水，六十三团从建农场开始就持
续不断兴修水利。老团长袁腾飞从调来六十三
团开始，寒来暑往 35年，踏遍全团 300多平方
公里的沙漠、碱滩，反复测量、规划设计。1970
年，第一座“沙漠水库”建设完成，蓄水量 400
万立方米。

接下来，袁腾飞带着团场干部职工，按照
“长藤结瓜”的思路，又修建了 8 座“沙漠水
库”，年蓄水量达 4200 万立方米。姊妹湖正是
其中两座水库，令人完全无法想象这里曾经是
一片沙地。

如今的六十三团瓜果飘香，“沙林西瓜”在
整个新疆都享有美名，吃上一口，确实又沙又甜。

六十三团屯垦戍边的历史是四师乃至整
个兵团的一个缩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
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也在艰苦奋斗
中铸就而成。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军垦战士的内心却充
满希望与柔情，这种精神深深打动了纪录片

《绿色的原野》的导演张加毅。
1959 年，正在六十四团驻扎地——可克

达拉农场拍摄纪录片的张加毅，在一天傍晚，

与作曲家田歌骑马来到一片草甸。
一抹晚霞斜倚天边，丛丛芦苇在夕阳下闪

烁着耀眼的光亮，缕缕青烟从芦苇丛中袅袅升
起，一群年轻人把打来的猎物挂在木架上，一
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弹奏着民族乐器轻声歌唱，
温柔的夜色悄悄降临……这幅画卷给了张加
毅和田歌创作灵感，不到一刻钟，张加毅写好
了歌词；不到 40 分钟，田歌谱好了曲。两人还
当场唱了起来。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
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
员来传情……”张加毅当场拍板，这首《草原
之夜》定为《绿色的原野》的主题歌。这部反映
军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纪录片作为
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在全国各地展映。

金色：兴边富民开新篇

金秋的四师，是收获的模样。金色的稻
田与穿梭其中的收割机交相辉映，又是一个
丰收年。

六十八团的钟阿姨拿着镰刀一直在自己
的农田旁站着，等到收割机扫过之后，把一些
遗漏的水稻手动割下，“都是粮食，不能浪费”。

年届六十的钟阿姨是四川人，年轻时响应
党和国家的号召，与丈夫一起来到了四师参与
边疆建设。目前两人一共流转了300亩地。“今
年种了 100 亩的小麦，前几天收完了。还种了
200亩水稻。”钟阿姨说。

“你现在看到的水稻品种是稻花香。”站在
稻田旁，钟阿姨介绍着自家的情况，“稻花香今
年的收购价是3块8一公斤，我们种了100亩，
一亩能收700公斤左右。”

“在四川的时候，生活有一定的困难。当时
听到来兵团屯垦可以分配到土地，我们祖祖辈
辈都是农民，有了地，就一定能吃饱饭。”如今，

“吃饱饭”对钟阿姨来说已经不再是奢望，她和

丈夫还在盘算着怎么能赚更多的钱。
正说着，钟阿姨指着稻田旁的沟渠，“我们

在里面养了小龙虾”。秋天正是收获季，四师的
稻田虾也是远近闻名。看着一望无际的稻田，
收获的喜悦挂在钟阿姨的脸上。

六十八团的水稻正在收割，其他团场的冬
小麦已经开始播种，相信明年收获时节，四师
的金色会更鲜艳。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四师地处
边境的优势显现出来，与中亚的交往交流也在
不断拓展。

来到丝路荣腾公司，门口聚集一群外国
人。我不禁产生疑问。“这些是哈萨克斯坦来的
司机。”公司负责人马云解释着。听到是哈萨克
斯坦来的，我的疑问更大了。“他们都是司机，
是开着卡车来接货的。”马云说。

丝路荣腾是做边贸的，是霍尔果斯经济
开发区兵团分区的重点企业，依托霍尔果斯
口岸，现在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马云带着
我进入了公司的仓库，“这里是海关监管仓，
进出口的货物到我们这里，等着报关清关”。

刚进仓库，就看到一排排小汽车整整齐齐
地停放着，“这些车绝大多数都是新能源车，准
备出口到中亚五国，以哈萨克斯坦居多”。

运送这些小汽车的方式十分有趣——找
司机开过去。马云每天会在一个司机微信群里
发布信息，招聘司机运送出口的小汽车。司机
接单后，就会来到丝路荣腾公司的仓库，将车
辆开走，向西走到霍尔果斯口岸，经过检验放
行后，送到哈萨克斯坦的海关仓中。然后司机
再乘坐国际大巴回到中国境内。

“现在每天大约有 80 至 100 辆车要送过
去，大部分是新能源车。”马云介绍着。

当我提出想采访一下这些跨国送车的司
机，马云联系了好一阵，“实在不好意思，司机
们都去送车了”。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 1—6 月经霍

尔果斯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 1.8万辆，同比增
长 3.9倍。“不仅是新能源车，特种车辆的出口
也十分火热。”马云说。在新能源车旁边停着
的，是卡车、挖掘机等，这些特种车部分是需要
卡车接过去的。

离开丝路荣腾的时候，看着门口排队入场
的哈萨克斯坦卡车绵延好几百米，出场的货车
和小汽车一辆接一辆。依托共建“一带一路”，
四师的边贸给企业和个人都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

绿色：公园里面建城市

2015 年 3 月 18 日，对所有四师人来说是
一个特殊的日子——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设立县级市可克达拉市，这是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八座城市。

一条伊犁河穿城而过，为这座城市带来了
灵气。沿着伊犁河的滨河公园，是可克达拉市
植树造林、建设园林城市的一个缩影。

秋天的早晨，来到滨河公园，沿河步道上，
许多市民跑步、散步，新鲜的空气、流动的河
水、成片的绿植，沁人心脾。

“我经常来这里，沿着步道走，早晨空气
清新，傍晚夕阳西下，我们这里讲究的就是
一个‘宜居’。”正在跑步的市民罗先生道出
了自己的感受。

从建市开始，可克达拉市就坚定要走绿色
生态的路子。2016年10月，全面开始实施城市
春秋两季大绿化工程，按照“推窗见绿、出门进
园、移步有景”的要求，可克达拉市掀起了一场
植树造林“大会战”。

回想起那段岁月，可克达拉市住建局局长
聂福荣心潮澎湃：“那会儿工作之余，就是出去
种树，当时的要求是高密度种植，为的就是将
来长成之后，可以把一部分树移植出去，这样
事半功倍。”

当时的设想如今已经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可克达拉市先后栽种170余种草木花卉，打造
了29块生态绿地，“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
园中、人在景中”的生态效果变为了现实。据测
算，可克达拉市的绿化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
例超过44%，可谓在森林里面建城市。

在大规模实施绿化过程中，还有一些意想
不到的效果。“绿化中总会出现一些残树，长势
不好，当时我们把这些残树集中在城市北边一
片区域种下来。”聂福荣回忆当时的情形，“没
想到，这些残树经过照料也逐渐成长起来。我
们把这片区域规划成公园，命名为‘守拙园’。
里面的树木奇形怪状，别有一番风味。”

现如今，守拙园的客流量络绎不绝，让人
没有想到。

树多了，生态变好了，可克达拉成为许
多动物的栖息地。穿过滨河公园，就到了天
鹅湖，几只黑天鹅在湖中起舞，勾勒出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如今，可克达拉
市被誉为“中亚湿岛·交响夏都”，生态环境
综合指数、空气优良天数居于兵团乃至新疆
前列。可克达拉国家沙漠公园、木扎尔特国
家湿地公园、天鹅湖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
秀案例……可克达拉市在迈向最美城市的道
路上坚定地前行。

可克达拉是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意为
“绿色的原野”。漫步在城市中，看着绿树成荫、
园林景观、成群的动物，我心里只有一个感受：
这片绿色的原野正在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漫长的陆地边境线上分布着140多个城市，与14个国家接壤。这些城市风格多
样、气质独特，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这些城市也是中国对外交流沟通的窗口。

今日起，本版推出“边城记”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现中国边境城市的发展变化和风
土人情，以飨读者。

可克达拉可克达拉三色谱三色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一琪张一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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