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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2月，漫步在南
川区大观镇金龙村，但见
鸟语花香，推窗见绿，犹如
一幅自然淳美的田园画
卷；在木凉镇汉场坝村，阵
阵欢笑从“坝坝加油站”传
来，晚饭过后“好媳妇”何
之芳正在分享孝老爱亲故
事，赶走村民们一天的疲
惫；大事小情，凡事好商
量，村民理事会制度让南
平镇红山村村民们自我监
督的意识更强烈，乡风更
文明……

乡村的美，不仅美在
村庄外貌，更美在群众的
精气神。近年来，南川以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主
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
抓手，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为重点，扎实推进文明
乡村建设，广大农村正从
“一处美”向“一片美”，从
“环境美”向“生活美”，从
“外在美”向“内涵美”转
变，让乡村在新时代焕发
出文明新气象。

强基础、补短板 优美环境“靓”起来

位于金山镇的龙山村，是一个夹在金
佛山、柏芷山和菁坝山中间的小村庄。走
进这里，一条干净、整洁、平坦的硬化路向
村内延伸，道路两旁，绿草翠树、各色花坛
为村子平添了绿意。村子中间，是一个健
身器材齐全的文体广场。“村里的环境越来
越好，生活更舒适，人也更舒心。”村民周玉
贤正匆匆赶向广场，和几名村民一起相约
跳舞。

得益于人居环境的提档升级，龙山村成
了南川远近闻名的乡村治理典范和乡村振兴
示范村，如今更成为了游客青睐的旅游村。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第一场硬仗，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福祉。
改善的第一步，要从改变农户的观念和习惯
开始。龙山村发挥制度约束和激励作用，号

召广大村民形成潜移默化行为习惯，拉开持
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的大幕。

“全村实行卫生评比，既评比清洁户，
也评比落后户，评选出来后还要公示。以
前村里‘懒’出了名的一户贫困户，就曾因
连续被评为落后户，牌子挂在家门口，终于
开始动手拾掇起来。”龙山村负责人介绍
道。除此之外，该村还出台激励措施，在参
与中受教育提素质，在参与中改善人居环
境和村容村貌。该村创新开设的“爱心超
市”以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和创建“美在农
家”为主要內容，以积分的形式激发调动广
大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实现
了让“美在农家”进一步扩展到美在每家。

龙山村的蝶变，是南川整治农村人居
环境的一个缩影。

文明乡村，环境美是第一步。南川区
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称，近年来南川全
面学习对标浙江等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
进经验做法，以实施“五沿带动·全域整治”
工程为抓手，突出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
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
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规划编制等
六大任务，大力开展以“三清一改”为重点
的村庄清洁行动，推动村庄环境向干净整
洁有序转变，全区美丽乡村建设呈现你追
我赶、竞相发展的态势。2018年，被国务院
通报表彰为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
显激励区县。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如今的南
川大地，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美丽新画卷已徐徐展开。

倡新风、易旧俗 乡风民风“淳”起来

国庆节以来，石墙镇汇仓村党支部书
记张国双不断来往村组之间，对各家各户
办宴席的情况进行走访。看着村中安水池
餐堂内酒席的有序开展，他松了一口气，

“整治滥办酒席以来，办酒次数和办酒桌数
都有了明显下降，铺张浪费少了，村民的压
力也小了很多。”

与他并肩作战的，还有汇仓村村民理
事会的成员。这些日子来，村干部与村民
理事会的成员们组成队伍，入户为村民讲
解整治滥办酒席的相关政策，通知办宴席
前需报备要求、注意事项，消除村民的疑
虑。“要不是一直以来村干部和理事会成员
的实时宣传，村里婚丧嫁娶‘泡酒’的歪风
也不能刹得下来。”村民韦济碧说。

乡风文明是文明乡村的内核，文明乡
风的形成关键在于引导好群众。南川区通
过引导各个村依法依规修订完善可操作性
强、体现农民意愿的村规民约，成立村民议
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常态化开
展乡风评议，引导农民依规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提高，自觉维护公序良俗、公共
道德和农村社会秩序。

文明乡村建设，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在推动基层民主自治的同时，南川区持续
开展“洁净家园、自照镜子、乡贤议事、手拉
手劝导、知礼明德、志愿服务、家风传承、文
明旅游”等八大行动，引导村民改掉落后生
活习惯，逐步解决了“陈规陋习难改”问题，
大力塑造农村环境优美好风景、乐助邻睦
好风气、忠孝勤俭好风俗、健康奋进好风
貌、诚信崇德好风尚。

“聚焦乡风文明，推动了移风易俗，更集
聚起乡村正气。”南川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同汇仓村一样发生巨大变化的案例在该
区还有不少。如在大观镇金龙村，一批良好
家风的传承者，让后代们视为立身处世的精
神财富延绵不断。“勤劳一日，一夜安眠，勤劳
一世，一生幸福。”“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善
待父母，等于善待自己”朱家院子里村民家门
口都张贴着诸如此类的家训；在木凉镇，这里

依托老年协会，成立“夕阳红”互助队，开展老
人自助、互助等文明实践活动，建有“家风广
场”，力倡孝善之风，多措并举，营造起讲孝
道、重孝道、兴孝风的浓厚氛围……

从理念转变、内容创新、制度完善、亮
点打造等层面不断探索，向歪风旧俗亮剑，
丰富实践载体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如今
已在南川广大农村推动形成新风尚，让文
明乡风民风强起来。

“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多举办。”在参加
水江镇双河社区“新时代、话文明、共实践——
送文艺演出进基层服务”活动后，居民纷纷点
赞。活动现场，旋律优美的独唱、余音袅袅的
曲艺、耐人寻味的小品、优美的舞蹈、充满神秘
色彩的魔术等10多个节目，吸引了不少村民
驻足欣赏。一旁正在进行的党史诵读课上，村
民不时点头附和。

让乡村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南川将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作为政治任
务、“一把手工程”，构建区乡村分级负责、各
部门齐抓共管的“一盘棋”工作格局，正着眼
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截至
目前，全区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个、实
践所34个、实践站244个，拓展建设实践点
235个，覆盖率达100%，累计开展理论政策
宣讲、道德法治教育、科学技能培训等文明实
践活动1.7万余场次，惠及群众53万余人次。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平台，这里一台台
有声有色的文明实践大戏，一场场精彩纷呈
的文化演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传递到农
村，文化之光在点亮农村群众生活的同时，也
引领了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新风尚。

“文明创建永无止境，精神文明建设永远
在路上。”在南川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看来，
有文化滋养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南川在
文明乡村建设过程中，还不断加快推进农村
文化设施建设，把“短板”补起来、“平台”搭起
来、“家底”传下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全面
开花、多姿多彩。

文明沁润，传导新风文化。通过持续夯
实乡村文化基础设施，深入实施乡村文化振
兴“百乡千村”示范工程，这里已累计建成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277个，覆盖率达99.6%；做
强品牌，传播健康文化。通过广泛开展“我们
的节日”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及惠民电影放映
等流动服务，将“乡村小舞台”搭到农民家门
口，鼓励农民自创自编自演，这里推动“送文
化”向“种文化”转变；守望乡愁，传承优秀文
化，通过编写《南川文化遗产系列丛书》，新建
特色乡情馆、村情村史馆，修缮古建筑，推出
景城乡红色旅游研学线路，创建市级非遗教
育传承基地，组织非遗文化传承人创作《熬碗
油茶待客人》等非遗节目进行展演，这里板凳
龙舞、金山打闹、野生大树红茶制作技艺登上
央视《魅力中国城》《我的美丽乡村》舞台，实
现着文明提升与文化保护的良性互动。

一处处干净整齐的农家小院，一个个引
领文明风尚的善行转变，一道道多姿多彩的
文化大餐……如今，乡风文明与田园风光相
互交融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在南川大地上铺展
开来，乡风文明正内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注
入文明之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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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跃然出 文明新风扑面来

南川 让文明乡村“面子”美“里子”实

高桥村美丽乡村 摄/夏于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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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小舞台”送文艺演出下基层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南城街道石林社区村民在学习腰鼓舞 摄/聂灵灵鸣玉镇“向家沟乡村振兴示范长廊”，游客在健身区锻炼身体 摄/李在华 大观镇开展村规民约积分兑换活动 摄/杨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