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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 醒 文 明 乡 风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 综合

□ 梦 宵

绿树白墙、碧水映村，梨树枝

繁叶茂发荣滋长。在干净整洁的

村内广场上，一些游客三三两两行

走其间，感受碧水蓝天下的美丽乡

村田园风光。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

“铸魂”。如何唤醒文明乡风，厚植

乡村文化土壤？近年来，安徽省宿

州市泗县积极深化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以乡风文明为目标，着力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

地生根，努力实现乡风民风美起

来、人居环境美起来、文化生活美

起来，助力乡村振兴。

综合整治改变民风村貌

近日，在泗县大杨乡小丁村小

熊村民组，村干部熊培红正带领几

名公益岗群众集中清理村庄内犄角

旮旯里的垃圾。“村里环境治理好

了，俺们生活真舒心！”作为全县美

丽乡村人居示范点，小熊组群众对

环境治理后的村庄变化感慨不已。

自全省启动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以来，泗县坚持把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聚焦村容村貌提升，积极开展

以“三清四拆”为主的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县、乡、村三级联动，

形成整体推动全域治理大格局。

泗县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呈现规范

化、制度化、长效化。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基

础上，泗县还提升标杆，积极打造

美好乡村升级版。在完善泗城镇

古汴新村等实施的5个美丽乡村省

级示范村和4个市县自主建设村

基础上，还启动实施黑塔镇马厂村

等20个省级美丽中心村和大路口

乡龙沟村等8个市县自主建设中心

村建设，同步启动其他200个标准

版美丽乡村范围内的美丽乡村中

心村建设。

文化惠民拉近邻里关系

“我们年纪大了，孩子们都在

忙事业，我们这些老人能聚在一起

参加村里的活动，非常开心。”泗县

刘圩镇刘阿姨脸上挂满了笑容。

文体队伍红红火火，这与刘圩

镇注重丰富文化活动载体，提升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分不开。

为更好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

新时代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提升

个人的文化素养，不断改善生活品

质，刘圩镇精心组建文艺演出队，

定期举办各种文化娱乐活动，集市、

广场、村头、田间，处处都有志愿服

务演出小分队的身影，旗袍秀、戏

曲、古会、舞蹈、钱杆舞、歌曲……

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满足人们精神

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把新时代文

明实践输送到了基层群众的心

坎里。

文明乡风涵养和谐乡村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

魂。如何让群众既富“口袋”，又富

“脑袋”，是泗县干部们一直思考的问

题。近年来，泗县把文化建设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有效

抓手，通过创新多种举措、开展多

样活动、搭建多元平台，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红

色文化、廉政文化等，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展现乡村

文明新气象。

同时，泗县在实际工作中积极

强化村民自治作用，不断健全完善

“一约四会”（村规民约、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

禁赌会）制度；以制度上墙、扩大宣

教、上门走访、耐心劝导、积分管理

等工作方式，有效增强村民自我监

管的自觉性、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形

成乡风文明、移风易俗工作“齐参

与、齐监督、齐治理”的良好局面。

如今，清澈见底的池塘、错落

有致的房屋、绿树掩映的村庄……

洁净环保、现代文明与田园风光相

互交融的美丽乡村正和着“乡村振

兴”的号角声，在泗县这片沃土上

铺展开来。

安徽泗县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风民风美起来、人居环境美起来、文化生活美起来

□ 袁慧晶

进入秋季，南方的太阳依旧火辣。

侗族姑娘黄志秀在自家的桃林里忙着采摘桃

胶，她额头渗出的汗水和树上分泌出来的桃胶，在阳

光的照射下，闪闪亮亮的。

“这东西以前挂在树上没人要，如今卖70元1斤

都有人抢着要。去年一年卖桃胶赚了3000多元。”

黄志秀告诉新华社记者，桃树流胶意味着少结果、果

树寿命缩短。过去最讨厌看见的桃胶，如今却创造

了经济价值，这让她感到很惊喜。

村庄之变同样让人欣喜。黄志秀所在的江西峡

江县金坪民族乡新民民族村是个多民族聚居村，少

数民族人口超过85%。

1982年，回归祖国的京、侗、傣、瑶、壮、苗、彝等

7个民族的502名侨民迁居于此，与当地汉族村民

一起共谋未来。

67岁的瑶族老人黄世宁没有忘记，当时村庄还

很落后——只有一些板栗树，一家十几口人挤在土

瓦房里。

“新民民族村那时还叫江西国营金坪华侨农场

新民分场，我是场长。取名‘新民’，是希望不再漂

泊，成为‘新生之民’的意思。”黄世宁回忆说。

随后的变化让村民们由“漂”到“安”。1999年，

金坪华侨农场划到峡江县管理。2008年，经江西省

政府批准，金坪民族乡正式成立，新民分场更名为新

民民族村。

2009 年，当地党委政府筹集各类扶持资金

2000余万元，通过统一规划、政府补助、村民自建等

方式，157个家庭每家新建了一套三层楼房。34个

特困户或低保户家庭搬进了政府全资兴建的两室一

厅济困房，家家户户实现了安居。

安居之后是乐业。

2011年，新民民族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1986

年出生的瑶族小伙郑馨贵瞄准机会，返乡从事特色

果业种植，娶了从小就认识的邻居——侗族姑娘

黄志秀，过上了“农妇、山泉、有点田”的生活。小两

口种植的60亩果树，通过发展采摘体验等乡村旅

游，年纯收入近20万元。

新民民族村如今有938人，全村1800多亩果树

成了村民们致富奔小康的“摇钱树”。果园里也不再

只有板栗树，还引进了桑葚、木通果等高附加值品种。

39年来，8个民族的村民和谐共处、团结互助，

像石榴籽一样抱团发展，助力乡村振兴。2019年，

金坪民族乡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每个村小组都有村民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村

民选举产生。村里的新农村建设、环境治理、铁皮棚

拆除等大小事，都是各民族群众一起参与、一起决

定、一起出力。”新民民族村党支部书记钱存坪说，村

务共治拉近了村民的感情，让村内民族间的通婚成

为常态。

近年来，随着各类民族风情节庆活动的举办，新

民民族村成了4A级乡村旅游景点。站在村头，美

景如画：向村里望去，是一排排淡黄色的居民小楼，

掩映在绿树之间；向村外望去，是一片少数民族风情

建筑群。

金坪民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吴雪平透露说，网

红打卡点民族风情楼的展陈将于近期升级，增加少数

民族乡村发展等展示内容；乡里还打算出一本少数民

族教材，让新民民族村“1+7”个民族的故事走进课堂。

由“漂”到“安”
——“1+7”个民族的乡村振兴故事

□ 曾 平

今年以来，贵州省争取到社

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38.87

亿元，重点支持教育、卫生、养老

托育、文化旅游、社会兜底、体

育六大领域346个项目建设，

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

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大力实施教育强国推进工

程。争取教育强国推进工程中

央预算内投资16亿元，重点支

持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

中小学集中改厕、高校基础能

力提升、优质医学院校和师范

院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领

域206个项目建设，加快补齐

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短

板，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提升

高校基础能力，推动产教融合

向纵深发展。

着力增强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争取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

投资14.82亿元，重点支持疑

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妇女儿童健康服

务、县级医院提标扩能、中医院

建设等领域53个项目建设，全

面提升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水平。

加快提升养老托育服务水

平。争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工程和托育建设中央预算内投

资3.84亿元，重点支持公办养

老服务体系、普惠养老城企联

动、托育服务等领域51个项目

建设，加快推动形成更多养老

托育服务有效供给。

满足群众对文化旅游的多

样化需求。争取文化旅游中央

预算内投资2.16亿元，重点支

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

红色旅游景区和风景名胜区旅

游基础设施等领域8个项目建

设，加快完善文化旅游服务设

施，提升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多

样化需求。

助力兜牢基本民生保障网

底。争取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

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1.13亿

元，重点支持殡葬服务等社会

福利设施，烈士陵园、优抚医院

等退役军人服务设施，残疾人

康复设施等领域 9个项目建

设，强化社会服务薄弱环节建

设，助力兜牢民生底线。

大力促进全民健身。争取

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中

央预算内投资0.92亿元，重点

支持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

健身步道、社会足球场等领域

19个项目建设，改善提升健身

设施，提高全民健身服务能力，

满足群众体育健身需求。

“加强社会领域公共服务

能力建设关乎民生、连接民心，

既有利于在发展中保障改善民

生，又有利于加强公共服务有

效供给、培育发展内需市场、全

力扩大有效投资。”贵州省发改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强化项

目开工、建设进度、工程质量、

资金使用、安全生产等全方位

管理，狠抓调度督促和服务保

障，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用、发

挥效益。

贵州支持社会领域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38.87亿元

一个畲乡的一个畲乡的““云端童话云端童话””
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新圩镇的官畲村，

是福建省唯一以“畲”字命名的畲族村落，畲族群

众占八成以上。2016年，官畲村开始“旅游兴村”的

探索——建设环山步道、引进“瓢虫屋”民宿……

缤纷的建筑点缀大山，一幅幅巨型墙绘爬满村民

房屋，古老村落充满奇妙的童话色彩。在政府引

导下，如今官畲村有90%的村民从事旅游相关工

作，60多人在景区上班。通过与景区合作，村集

体年固定收入增至50多万元，村民每年还可拿

到分红。 新华社记者 吴剑锋 摄

上图：官畲村的畲族卡通形象。

左图：官畲村民宿外墙上畲族姑娘唱山歌的

彩绘，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了这样的民族特色彩绘。

西藏农牧区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全覆盖
普惠金融发展显著，小额信贷余额近19亿元

本报讯 近日，来自西藏

金融惠民发布会的消息称，

“十三五”期间，西藏普惠金融

发展显著，金融改革与发展成

果更多地惠及社会各界。截

至今年6月末，全区小额信贷

余额18.98亿元，支持脱贫人

口14.35 万户；截至 2020年，

全区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网

点数达932个，平均每万人拥

有银行网点2.55个。

“十三五”期间，西藏自治

区金融服务力度不断加大，账

户和银行卡开立增多。为满足

企业信贷需求，中国人民银行

拉萨中心支行搭建政府、金融

机构和企业沟通合作平台，建

立“政银企融资对接会例会”制

度；全力助推双创工作。截至

2020 年，全区双创贷款余额

45.35亿元，较年初增长42.64%；

全年累计发放贷款 23.87 亿

元，其中创业担保贷款余额为

641.68万元。

据介绍，截至2020年，西

藏自治区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

额1323.18亿元，占全区各项

贷款总规模的26.69%；全区产

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78.81

亿元，项目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078.10 亿元，有力支持了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扶贫产业项

目、农牧区水电路讯网等十项

提升工程建设；各行因地制宜

创设“藏宿贷”“藏惠贷”等服务

“三农”金融产品，积极满足各

类主体融资需求；信用体系、支

付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农牧

区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

覆盖。 （张兆基）

□ 李 华 姜辰蓉 张 斌

秋日，灞水之滨，圣火熠熠

古城。

9月15日晚，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在陕西省西安奥体中

心盛大开幕。西安，这座千年古

都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浓缩千年历史，古城再焕

青春。作为中西部地区首个全

运会主会场城市，历经4年多的

筹备，西安站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向

经济、文化、生态注入活力，让

千年古城焕若新生。

“硬科技”彰显“硬实力”

西安科教资源丰富、工业体

系完备。凭借这些优势，新时代

的西安，从来不缺少创新的活

力；新西安的发展，从来不缺乏

科技的支撑。本届全运会，从火

炬的研发制造，到各大场馆的设

计，“硬科技”无处不在。

取象于飘扬的红旗、名为

“旗帜”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火炬，

是不折不扣的“西安造”。在西

安东郊，有一条长约5公里的“火

炬路”。专注火炬制造的西安本

土企业，包揽了从2001年第九

届全国运动会至今，连续6届全

运会的火炬研发和制造，成为这

个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

从火炬路向北出发，抵达

第十四届全运会主场馆——西

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一朵巨大

的“石榴花”映入眼帘。28瓣

“石榴花花瓣”由6000多块异

形结构组成，施工方以亚毫米

级的精度“穿针引线”，一针针

“缝合”出“外衣”的形状和外

观。游泳跳水馆更是秀外慧

中。屋面设计采用太阳能光伏

发电技术，水处理系统和制冷

机也都运用了诸多安全、绿色、

节能的技术。

见微知著。据新华社消息，

GDP首破万亿元大关的西安，

正在以绿色低碳的理念、科技

创新的力量驱动经济提质升

级，一个科技范儿更足、产业更

前沿、布局更合理的现代之城

正在崛起。

古韵流芳再创活力

“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

人左右射。”1000多年前，唐朝

都城长安，动感时髦的马球运

动风靡一时。在唐长安城，骑

马、射箭、舞剑等运动都是当时

“全民健身”的一部分。历经千

年，活力与动感仍然是这座古

城最美的注脚。

西安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发

源地之一。这座城，历史厚重，

但并无暮气。金秋时节，第十

四届全国运动会在西安开幕。

来自祖国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

于此，见证我国体育事业树立

新标杆，书写新辉煌。

“不倒翁小姐姐”冯佳晨，是

此次全运会的一名火炬手，因为

用新颖的方式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的美而受到年轻人喜爱。

“我们的主创团队是一支

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队伍。策

划团队会充分研究历史古籍、文

化遗存等，从中获得灵感，并结

合当下年轻人的想法和喜好进

行文化创意。”冯佳晨说。此次，

她也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提前设

计了优美、古典的火炬展示姿势。

古城的活力，不只属于年轻

人。在西安，老年人也有属于自

己的文体项目：在易俗社里欣赏

秦腔折子戏；在老城根下打太

极、抖空竹，或是合着“自乐班”

的吹奏吼两嗓子；赶城隍庙的庙

会，听楼观台的道经……“夕阳

红”依然耀眼、夺目。

按下城市发展“快捷键”

西安把全运会作为助推城

市发展的契机，推动老旧小区

改造、断头路打通、架空线缆落

地等，提升城市管理和建设水

平；还利用渭河、沣河、浐灞河、

秦岭地区丰富的自然山水生态

和历史人文资源，构建“三河一

山”绿道网络，为市民提供一条

亲近秦岭的绿色骑行线路。

行至“三河一山”生态绿道

西安港务区段，为迎接第十四届

全运会而修建的奥体中心，夜

晚灯火璀璨，规模宏大的喷泉表

演早已使这里成为“网红打卡

地”。场馆里，竞技竞赛如火如

荼；场馆外，全民健身已成热潮。

IT从业者张涛是自行车爱

好者。自从今年“五一”绿道开

通，曾经苦于与机动车抢路的

他，给自己规划了新的骑行路

线，起点从灞河隋唐灞桥遗址

开始，这里也是绿道的起点。

“路面平坦安全，沿途设置

有驿站，累了就休息，然后再继

续动起来，骑行感很棒，山河尽

在眼里，畅快极了！”张涛说。

夜跑团、骑行团、广场舞、

滑板队……围绕这条绿道，这

些动感的剪影不仅勾勒着运动

的热情活力，也展示着一座城

市的蓬勃朝气，窥见更多理念

之变、发展之变：共享生态红

利，全民全运潮涌古城。

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
——全运会助推西安城市更新发展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