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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家

□ 王 建

党组织软弱涣散，干群矛

盾突出；垃圾随便倒，污水到

处流；民风陋习多，邻里纠纷

不断……基层治理难，曾困扰

黑龙江省宁安市海浪镇盘岭村

的发展。如今，党支部建在产

业上，“田园联合体党委”凝心

又聚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污

水处理不再难；“一约四会”吸

纳乡贤名流，文明乡村蔚然成

风。近年来，盘岭村在党建、生

态、文化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奏出了基层治理“三部曲”。

党建与富民相融

2014年之前，盘岭村集体

经济入不敷出，村党支部成了

“没人管事、没钱办事、没场所

议事”的落后党支部。2014年，

在外打工多年的关强回村任党

支部书记，他从强党建、抓产业

入手加强基层战斗堡垒建设。

为了给盘岭村打开蔬菜销

路，关强一个人去山东寻求合

作。关强在山东的一家企业门

外连着蹲了几天，他的朴实和

诚意引来了这家企业到村里调

研、投资。如今，盘岭村已形成

了蔬菜种植品牌效应，严冬里

生产的速冻蔬菜出口日本。

2017年12月，海浪镇党委

综合考虑盘岭村、林富村、庆城

村、镇北村、光荣村5个村在资

源优势上的互补性，成立了“盘

岭田园联合体党委”。该联合

体党委下辖林富浆果、庆城玫

瑰、光荣蚕业、镇北白瓜子、盘

岭蔬菜种植5个特色党支部。

去年，盘岭村建了玫瑰精

油厂，原料需求大幅增加，庆城

村立即鼓励村民多种植玫瑰。

庆城村党支部书记荆亚民说，

在盘岭村这个先进村的带领

下，庆城村也实现了党建与产

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党建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

2018年 7月，盘岭安泉果

蔬有限公司成立，吸纳40余人

就业。一直在上海打工的村民

李艳红回到了盘岭村，在果蔬

加工厂上班。如今，盘岭村人

均收入近2万元，村民的腰包越

来越鼓。

海浪镇党委书记黄哲胜

说，“盘岭田园联合体党委”把

支部建到产业上，从一村一品

到几村一品，产业越做越大，实

现了区域内党组织战斗力提升

和农民增收的同步。

污水治理不再愁

新春佳节之际，盘岭村大

红灯笼高高悬挂，洋溢着节日

的气氛。过去一年，让75岁的

村民闫锁成最高兴的事，是村

里的污水得到了有效处理。“过

去污水乱倒，冬天成了冰湖，春

天开化后臭气熏天。”闫锁成的

老伴说。

农村垃圾污水处理是提升

人居环境的重点，也是基层治

理的难点。2018年11月，盘岭

村引进国外农村分散式污水处

理技术。该技术的主要工艺原

理是利用土壤、植物、微生物形

成的自然生态链，经过物理、化

学、生物三重协同作用，实现生

活污水自然脱臭、净化，排放标

准达到国家一级A类标准。

闫锁成将刷锅水倒进了卫

生间的下水道，平时他家的洗

衣水、冲马桶水等生活污水都

通过管道排进几十米远的“土

壤微生物污水处理系统”的流

入槽。在流入槽，新华社记者

看到发黑的污泥、石块等，污浊

不堪，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从流入槽到放流槽，经过

12道程序之后，污水变成了清

水。盘岭村村民谭宪平将用绳

子系的一个玻璃杯放进放流

槽，盛满水提了上来，端到记者

鼻子前说：“你闻闻，任何异味

都没有。”在排放口可以看到，

清水正哗哗地流进沟渠。

关强说，这一系统可日处

理污水3000吨，第一期已有20

户村民对接使用，今年全村都

将接入，污水将得到有效处理。

“一约四会”改陋习

去年，盘岭村村民张冯齐

的儿子结婚，按照往常乡俗要

“好好操办”，摆上几十桌喜宴

是少不了的。“要是前几年，我

肯定是这个想法，但这几年村

里移旧俗迎新风，我只办了10

桌酒席。”

近年来，盘岭村针对铺张

浪费、麻将成风等陋习，在征求

群众意见基础上，制定了《村规

民约》，成立了村民议事会、道

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赌协

会4个村民自治组织。

“一约四会”吸纳了拥有较

高威望的党员干部、乡贤名流

等加入，发挥其在倡导新风尚、

破除陈规陋习方面的示范引导

作用，培育村民积极向上的社

会心态。一些村民说，过去攀

比着办，现在自觉按规矩办。

“刚推行时，一些村民不理

解，尤其是红白喜事，谁家办事

都有村干部专门盯着。”关强

说，如今新风尚已成为一种习

惯，大家都自觉遵守。

“我回来了！回到了我的

家乡……”2月4日下午，盘岭

村一年一度的“村晚”如期举

行，当村民关亚彬朗诵自己创

作的这首《乡愁》时，台下不少

村民感动地流下了泪水。

2014年，关强带领村民办

起了村里的第一届“村晚”，演

员都是本村农民。每年“村晚”

上，盘岭村还对孝老模范、好婆

婆、好媳妇等进行表彰奖励，将

先进典型引领作为推动文明乡

风建设的着力点。

“‘村晚’把全村人的精神

风貌展现了出来，把民心凝聚

在了一起。”村民王新岩说，现在

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了。

□ 朱文哲

春节期间，内蒙古通辽市

奈曼旗广大农村家家张灯结

彩，处处喜庆祥和。新华社记

者走进农家，听他们津津乐道

的是，集体过年演了什么节目，

谁家评优上了光荣榜，哪家又

办了不需随礼的喜宴……

近年来，奈曼旗创新实施

“精神扶贫五个一”工作机制,

通过“一约、一讲、一评、一榜、

一特色”，不断推进乡村移风易

俗，培育文明乡风，激发贫困地

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农

村风貌大为改观。

新约破旧俗
喜宴从此不随礼

奈曼旗将“一约”作为改善

乡村面貌的重要方式，各嘎查

村结合本地实际制订村规民

约。每条村规民约都有规定事

项、违规处罚和执行主体，针对

性强、措施明确、落地可行。

固日班花苏木巴彦塔拉嘎

查将“禁止随礼”写入本村村规

民约。苏木党委副书记包海伦

说：“以前村民家中红白喜事都

要通知全村人参加宴席，每家

得随一两百元，一年下来每家

随礼开支一万多元。”随礼从情

感的表达变成了生活的压力，

有的村民打起了歪主意，修整

庭院、工作调转都要办宴席，甚

至进城租房也要摆几桌。“一些

生活困难的家庭，每年的收入

甚至不够随礼用。”包海伦说。

风气不变，贫困不散。巴

彦塔拉嘎查支部书记达斯下决

心治理变了味的“随礼风”。为

了让村民信服，他拿自家人“开

刀”。二哥家的女儿结婚，他要

求二哥不能在村里大办婚宴，

只允许邀请亲属；2016年达斯

老父亲去世，他婉拒了邻居们

的看望和“心意钱”。曾经有一

户村民不听劝告，执意要大办

宴席，达斯就把车横在他家门

口阻拦……

通过近4年整治，村里大操

大办、人情往来乱象得到整

治。“现在不用随礼，每年省下的

钱够买一头牛。”村民康云说。

如今，奈曼旗农村普遍制

订村规民约，各村有各村的特

点，家庭记账、孝老爱亲等等，

有些好做法从嘎查村推广到乡

镇苏木，邻里关系更加融洽。

集体过大年
特色活动文化浓

一进腊月，奈曼旗各嘎查

村便热闹起来。一台台年味十

足的联欢会，一个个自编自演

的节目，再加上一盘盘热气腾

腾的饺子，红火热闹的氛围让

村民的脸上挂满笑容。

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奈曼

旗十分注重发展乡村文化。为

提升村民参与热情，旗里鼓励

支持农村举办特色文化活动，

西地村的农民小剧团、巴彦敖

包嘎查的农民春晚等，已经成

为远近闻名的品牌活动。特别

是村民集体过大年，经过总结

推广，现已成为全旗乡村的集

体活动，有效增强了村民的集

体观念。

今年是黄花塔拉苏木巴彦

敖包嘎查第二次举办集体过大

年活动，参加活动的副苏木达

徐珍珠说，过去村民的文娱生

活只有聚会、喝酒、打牌，邻

里因为打牌产生的矛盾时有

发生。“在推广集体过大年后，

打牌的人少了，唱歌练舞的人

多了。为了演好节目，一些村

民一个月前就开始排练，十里

八村的百姓也都到这里报名

表演。”

杨秀荣是大沁他拉镇章古

台村村民，也是村里祥云广场

舞队的队长。过去的杨秀荣是

麻将桌上的一把好手，麻将几

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在村里

带动下，杨秀荣和邻居开始学

习广场舞，还组建了队伍。“每

天都跳两个小时，强身又健

体。”杨秀荣说。

用文化改变生活，用艺术

改变风貌，特色文化活动正成为

奈曼旗建设美丽乡村新途径。

村村评优秀
争做典型改陋习

奈曼旗在精神扶贫过程

中，充分调动村民的荣誉感，在

家庭层面开展“清洁之家”“美

丽庭院”“最美家庭”“道德模

范”“好儿媳”“致富能手”等评

优活动，在村级层面开展“美丽

村庄”“文化村庄”“文明嘎查

村”等评优活动。通过一次次

评优，陋习消失了，院落整洁

了，村庄干净了，村风村貌得到

明显改善。

大沁他拉镇章古台村妇联

主任梁红霞说，各类评优分为

村、镇、旗三级，并发放相应荣

誉牌，家庭和村庄荣誉牌实施

动态管理，达标挂牌，不达标摘

牌。“这样的评优活动可以让村

民自觉树立知荣辱、讲正气的

新风尚。”

章古台村原来有一个习

俗，孩子结婚后就会搬离父母

家居住，村里人把这种习俗称

为“分家”。多数家庭分家后都

会各过各的，年迈的父母得到

的照顾反而少了。“自从常旺红

嫁来以后，村里分家的事儿就

少了很多。”梁红霞说。

常旺红是一位河南姑娘，

2012年和丈夫结婚来到章古台

村。婚后常旺红并没有选择

“分家”，而是和丈夫一起照顾

公婆和爷爷。如今，常旺红不

仅在婆家学会了简单的蒙语，

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宝宝，一家

人其乐融融，常旺红也因此获

评村级“好儿媳”，成为村里年

轻人学习的榜样。

“孝老爱亲、美化庭院，我

们村子旧貌换新颜。”梁红霞

说，村民的陋习少了，村里的优

秀典型多了，家家户户都为美

丽乡村争做贡献。

□ 齐雷杰

“自从有了‘小铁桶’，生活

垃圾就有了归宿，臭味没了，垃

圾还能发电。”走在整治一新的

村道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

仇庄乡宋王务村村民齐成很

自豪。

齐成所说的“小铁桶”，是

村民家门口配备的容量30升

的垃圾桶。每天一早，环卫工

人骑着电动环卫车走街串巷，

挨家挨户把垃圾收集起来，转

运到垃圾收集点，再由清运车

拉到垃圾发电厂集中处理。

垃圾不落地，乡村更美

丽。如今，廊坊3108个村街，

每个村民家门口都有垃圾桶，

保洁车每天定时清理。廊坊市

按照每100户村民配备1名保

洁员的标准，配备了1.5万多

名保洁人员，建设村镇转运站

8个，生活垃圾基本实现日产

日清。垃圾经过卫生填埋或焚

烧发电，实现了无害化处理。

文安县史各庄镇等地还探索垃

圾分类回收，保洁员像快递员

一样上门收集分类的垃圾。

去年，廊坊累计清理各类

垃圾673万立方米，排查取缔

简易填埋坑112个。一些曾经

脏乱差的农村，如今村道平坦，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昔日环绕家

家户户的柴草堆、砖土堆难觅踪

迹，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人勤户

洁、街净村美的乡村美景图。

今年，廊坊将推进8个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及城

区卫生填埋场、餐厨和粪便处

置、医疗废物处置等项目建

设。未来，这里的城乡将更加

美丽宜居。

河北廊坊：垃圾不落地 村街更美丽

□ 杨 文

大年初三早晨7点，48岁

的村民王小平穿上一身红色衣

服，跟着社火队出了门。今年他

除了给社火队打下手，还有一个

特殊“使命”是直播社火表演。

锣鼓声此起彼伏，闻声出

门的村民跟着社火队凑热闹。

舞狮矫健传神，旱船摇摆晃动，

赶“毛驴”的婆姨们夸张的表演

惹得观众哈哈大笑。王小平支

好三脚架开始手机直播。他一

会儿将镜头对准社火队，一会

儿对准人群。不时有好奇的小

孩子对着镜头打招呼。

“这个是旱船，船夫在前

面划船，里面是姑娘在摇船。”

王小平戴着耳机，一边拍摄一

边给网友解说。除了直播，他

还上传一些小视频和图片。“目

前已经上传了8个视频，估计

今天能上传30多个视频。”

王小平是甘肃省静宁县深

沟村农民，闲暇时偶然发现了

手机直播平台。今年他灵机一

动，决定直播春节乡里的文艺

表演。让他没想到的是，直播

“火”起来了，每个视频都有

200左右的浏览量，粉丝也快

速增长。

村里的社火队需要一大早

准备，化妆、收拾道具、彩排……

他将这一过程全部跟踪记录，

发布在直播平台上。“有的村民

来不了，但可以打开手机随时

随地看，家里做饭的、炕上休息

的都能看！”王小平说，不仅是

本地村民，在外地工作回不了

家的人也能观看，感受家乡过

年的气氛。

除了在手机上直播村里的

文化活动，村民还在手机里自

发组建舞蹈群、体育赛事群等，

为的是在春节期间“大放异

彩”。深沟村党支部书记杨麦良

表示，虽然技术手段在变化更

新，但村民对丰富多彩的文化

生活的向往一直没有变，通过

互联网沟通与传播，越来越多

的村民正积极参与到村里的文

化活动中。

从“ 脏 乱 差 ”到“ 洁 富 美 ”
黑龙江省宁安市盘岭村奏响乡村治理“三部曲”

新约新评新特色 文明新风进农家

甘肃静宁：社火上直播 村民享快乐

江西婺源江西婺源
乡村民俗添乡村民俗添年味年味

2月9日是正月初五，游

客在江西婺源欣赏青山绿水

美丽风光的同时，参与体验

丰富的乡土年俗，寻找记忆

中的乡愁，回味民俗中的年

味。图为游客（前）在婺源梦

里老家演艺小镇体验传统婚

礼民俗。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 熊 建

起个大早给长辈拜年，

在农村老家是最重要的风俗

之一。

30 年前，每到大年初一，

爷爷就会早早起来，把院子扫

净，铺上一张席子。很快，村里

的后辈们络绎不绝来到院里，

大嗓门喊一句：大爷大娘，给你

们拜年了啊！拱手作揖，双膝

咕咚一声跪在席子上，双手扶

地，连磕3个响头。然后，起身

再到下一家。

如今，爷爷奶奶搬进县城、

住进楼房已经快20年了，村里

的一些亲戚仍旧开车赶过来

拜年。新派一点的不磕头了，

老派点儿的不磕两个头心里

还过意不去，形式不同，“拜”

字依旧。近年来又有了新法

子：手机视频打开，对着手机

视频拜年！由此可以看出民

俗生命力之强大。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但不同的是形式，相同的

是内涵。亲其亲而尊其老，相

信是各地乡村民俗都不会缺

失的一环。

农村的民俗文化，大多是

促进和谐的，往往以追求家庭

和睦、尊老爱幼为主，也有盼丰

收、庆升平的内涵。把各地的

风俗归纳归纳看，“里仁为美”

“和为贵”的观念处处可见。因

此，它是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得

天独厚的工具，潜移默化中实

现了规范行为、维系关系、调节

矛盾的目标。

民俗不是法律，对人们的

思想和行为的约束，是借助社

会舆论对人们的约束，调动人

们内心的道德感来实现的，既

是他律，又离不开自律，有利于

使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不扩

大冲突、不激化矛盾。比如，在

广东梅州，当地结合客家文化

特色，提出柔性治理理念，在社

会治理中厚植传统文化，通过

优化民生、治安、环境等各方面

的服务，从源头上减少了不和

谐、不稳定因素。

人一出生，就活在一定的

风俗习惯中。吃饭时要等大家

都坐齐了再动筷，逢年过节追

求团团圆圆……在民俗的黏合

下，一方人可以更好地和睦相

处。因此，社会治理重心在向

基层下移的过程中，传统民俗文

化可谓是加速器、润滑剂。运用

得当，这个过程就会平滑顺利很

多。当然，一些与现代生活格格

不入的陈规陋习，比如红白喜事

求大求奢、天价彩礼、女性不让

上桌之类，必须得改。

利用传统文化的合理成

分，充实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

乡村将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民俗用好 治村有招
内蒙古奈曼旗创新实施“精神扶贫五个一”，通过“一约、一讲、一评、一榜、一特色”

推动乡村文明建设，农村风貌大为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