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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普定县黄桶街道后寨村，一
条条村道宽敞笔直，一座座农家小院
错落有致，一面面文化墙尽展文明乡
风，一张张笑脸朴实祥和……

谁曾想到，和谐美好的后寨村，过
去却是“脏乱差”。

“以前路上到处都是各种家禽的
粪便，一到夏天臭气熏天。夜晚的后
寨，更是伸手不见五指，冷冷清清
……”3月 14日，后寨村洞口组“寨管
委”联合驻村工作队、志愿者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时，72岁的老党员李定文谈
到了曾经的后寨村，感慨颇多。

“后寨村的变化，得益于全村上下
同心，共同创建宜居乡村。”该村驻村
第一书记高碧峰说，后寨村积极探索
实施“寨管委”乡村治理模式，将基层
自治由“村”向“寨”延伸，村民从“被动
管理”转为“主动作为”，进一步提升基
层治理能力和服务群众水平，激发群
众内生动力，在提升村庄“颜值”的同
时，不断丰富和拓展乡村建设内涵，助

推乡村振兴。
据了解，该村依托“一中心一张网

十联户”机制，努力探索“枫桥经验”的
后寨实践，成立了“寨管委”，以自然寨
为基础，按照便于组织、便于管理、便
于服务的原则，在每个自然寨分别成
立“寨管委”，形成上下联动的管理服
务体系，持续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村寨
环境整治和文明实践活动等工作，实
现各种资源有效配置，形成了群防群
治、群策群力，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一盘
棋的格局。目前，全村共有“寨管委”
成员26名，其中主任4名、副主任5名、
寨管员17名。

随后，记者来到了后寨村后寨组，
“寨管委”成员王方修跟驻村工作队正
在开展野外禁火、禁毒知识宣传大走
访，忙碌而有序。

“‘寨管委’啥都管，党的政策宣
传、矛盾纠纷调解、乱办酒席、产业发
展、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都有人负
责。”王方修说，“寨管委”的成立有效

延伸了基层治理触角，明确分工，工作
反而更轻松了。

“现在我们做到了小事不出组，大
事不出村，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后寨村党支部副书记廖茂勇说，实施

“寨管委”后，村里宣传政策方针更到
位，解决矛盾纠纷更有效，推进产业发
展更顺畅，群众生活更加富裕了，乡风
也更文明了。

如今的后寨村先后获省“美丽家
园美丽庭院”模范乡村示范点，30户农
户被省妇联评为“美丽庭院示范户”，清
溪农庄被评为“乡村巾帼农家乐”，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极大提升。

下一步，后寨村将在各级党委、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围绕“数字乡村”“智
慧乡村”建设，提高基层治理信息化水
平，在“智治”上下功夫；围绕少数民族
聚居特点，擦亮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村”这张名片，在“德治”上出实招，
抓好宜居乡村、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百
姓和顺、乡村和美、社会和谐新后寨。

宁西街道果寨村：

党建引领
“擦亮”乡风文明“底色”

早报记者 郭黎潇

村道干净畅通，房前屋后整洁干净，庭院
错落有致，邻里关系和谐，院墙上张贴着村规
民约，一份道德“红黑榜”令人瞩目……走进第
六届全国文明村——镇宁宁西街道果寨村，一
幅文明和谐的乡村新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近年来，果寨村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不断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基层
治理内生动力，“擦亮”乡风文明“底色”，筑牢
乡村振兴之魂。

“以前我们这里垃圾乱堆乱放，污水横流，
现在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到处干干净
净，村民思想转变也很大，主动维护村庄环
境。”果寨村村支书张军感叹道。

张军介绍，果寨村坚持以优良党风引领社
风民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作用，大力整
治村庄人居环境，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
风，以实际行动引导全村干部群众破除铺张浪
费、婚丧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养成勤俭节约、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时，该村以群众需求为核心，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将志愿服务融入到“无事”找书
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建立“党员+
志愿者+网格员+包保干部”模式，不断动员村
民大学生、种田大户、返乡青年等加入志愿者
队伍，积极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

“开始很多村民不理解，看到我们带头干，
大家对我们也慢慢认可，渐渐被带动起来，思
想开始转变。现在村里定期开展环境整治志
愿活动，村民们都会积极参与。”该村副主任杨
春花介绍，随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推进，
村民们齐心协力，自发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
做好清理工作，共同维护美丽家园。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如今村庄整体环境面貌有了明显
提升，陈规陋习也得到了明显改变。

村庄环境的改善，大大增强了村民的幸福
感。“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路上干干净净，
亮亮堂堂，大家素质也提升了，也不乱丢乱扔，
收拾得很不错。”正在收拾院子的村民李红艳
笑着说道。

村庄有“颜值”，更要有“气质”。果寨村人
口数量多，居住着汉族、黎族、苗族、布依族等
10多个民族，多样化的民族构成，让果寨村拥
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工作带
来不小的压力。

为让文明新风入脑入心，果寨村结合村庄
实际，开展调研座谈会，制定村规民约，协调化
解村民纠纷。广泛开展法治宣传、走访调解文
明实践活动，弘扬法治观念，提升居民法治意
识，纠正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等不正之风，严格
落实酒席报备制度，倡导文明风尚。

“我们还把文明宣传同村里的文化娱乐活
动结合起来，比如在各种民族节日开展各种树
文明新风的活动，宣传文明知识，发挥村里地
戏队的作用，弘扬文明新风。”杨春花介绍。

为持续涵育文明乡风，该村还定期组织开
展道德“红黑榜”评选，开展星级文明户、好婆
媳、好家风等先进典型评选表彰，用榜样力量
引领文明风尚；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开设“积
分”超市，以身边人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文明
新风尚不仅张贴在墙上，更融进村民的心里。

如今的果寨村，已形成人人积极参与乡风
文明建设的浓厚氛围。张军表示，果寨村将持
续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加强村居综合治理，让
果寨村实现“颜值”与“气质”兼修。

近日，记者走进西秀区大西桥镇
鲍家屯村，春风扑面春花香，千亩油菜
花海金波荡漾，这个国家AAA级旅游
景区迎来万千游客赏花客。

2015年，有“大明屯堡第一屯”美
誉的鲍家屯村获评“全国文明村”。如
今，在这个村两委班子坚强有力、生产
发展有序、乡风文明和谐、村容村貌整
洁的村子里，文明乡风劲吹，吹旺了人
气，吹来了游客，吹火了消费，“美丽经
济”如花绽放。

乡风文明之美，美在颜值。
姹紫嫣红的春日，走进鲍家屯村，

石板路、石头墙、石板瓦，古朴而洁净；
石墙深巷、彩色灯笼高挂，花田之间、
观景赏花愉悦，巷子尽头、老人在树下
含饴弄孙，村口广场、屯堡嬢嬢和旅客
相谈甚欢……处处透出文明和谐的气
息，一幅景美、人美、民风美的画卷印
入脑海。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
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

据大西桥镇副镇长朱柏菁介绍，
近几年来，鲍家屯村以文育人、以文化
人，充分发挥文化凝聚人心、培育公
德、淳化民风的作用，使优秀文化、良
好家训家风在文明村镇建设中释放新
活力，潜移默化影响村民的价值取向
和道德观念。

乡风文明之美，美在气质。
“有爱才有家，有德才有福”是村

民鲍吉祥家的家训，也是该村几千屯
堡人心照不宣的“幸福密码”。鲍吉祥
和妻子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年迈的双亲
与患病的兄长，亲朋好友给他出主意，
通过分家来申请特困供养补助、减轻
家庭负担，却被夫妻俩以“那样做就是
不孝”为由断然拒绝。

“天下第一是孝悌，人能孝亲敬兄

长。”翻开《鲍氏家谱》，上面写着这样
的族训。“在我们鲍家屯村，子侄供养
是常态，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该村村
主任吴春仙说道。

重阳节在鲍家屯村也是“添粮
节”，“添粮”仪式上，双亲着华服端坐，
面前放置一个罐子，儿孙依次往罐中
添一把粮，寓意添福添寿，引导年轻一
辈孝老爱亲，传承良好家风。当天，村
里还会出资给老人们“打平伙”，四五
十桌人聊天聚餐，其乐融融。

劝学方面，村里常年开展助学活
动，奖励优秀学子，倡导勤学、进取、修
身的文明学风。

该村党支部书记鲍中任介绍，得
益于家训家风的润泽，一直以来，全
村村民将文明风尚深植于心、外化于
行，促进了邻里团结友善。不管是开
展文明宣传，还是整治卫生环境，只
要村里有需要，村民们都会踊跃投身
志愿服务。

“靓丽星期五”志愿服务活动，鲍
家屯村每周进行。党员干部带头，“一
村七岗”、公益性岗位、村级聘用保洁
人员及志愿者齐参与，整治河沟、捡拾
垃圾、清理“野广告”等，参加人员可积
分，凭借积分可到村里“文明超市”兑
换日常用品。

常规卫生打扫，该村日日开展。
所涉环卫人员尽心尽责，将管理片区
清扫的干净清爽，把垃圾倒入集中摆
放的拖斗，随后拉到镇垃圾收运站集

中处理。
鲍优全参与管理村里卫生十多

年，现月收入1200元。他说：“每天就
是清扫街面垃圾、清理‘野广告’，做文
明劝导。不过，大家的好习惯逐渐养
成，这几年环境卫生状况越来越好，工
作轻松了很多。”

为加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
设，该村还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禁止私搭乱建、焚烧秸秆、滥办酒
席、哄抬物价、谩骂游客等写进村规民
约，彰显文明正能量者上“红榜”，正向
激励，违者上“黑榜”，反向约束。好人
好事得到倡导和传递，不文明行为得
到鞭策和改正，不良风气得以改善。

引导群众摒弃恶习、树立新风，
需要循序渐进。该村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充分利用大喇
叭、宣传栏、标语、院坝会等形式，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线上线下广泛
宣传移风易俗，让群众踊跃参与到

“治风”工作中，使文明新风真正扎根
于群众内心。

文明乡风“有面子有里子”，加之
古村落古韵新生的历史文化、美丽和
谐的自然生态，让鲍家屯村乡村旅游
经济愈发如火如荼，以赏花之旅、避暑
之旅为主的“美丽经济”让更多人享受
到旅游红利。吴春仙说：“近两年，油
菜花开的一个多月，村里都会接待游
客10万多人次，赏花游能为全村带来
旅游创收100多万元。”

大西桥镇鲍家屯村：

文明乡风激活“美丽经济”
早报记者吴学思

黄桶街道后寨村：

延伸基层治理触角 和美乡村提“颜”增“质”
早报记者詹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