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66 77
五五

四四月廿廿九九

973388

2011 年 4 月，齐鲁大地轰轰
烈烈地开展了乡村文明行动。这
一行动，贯穿“十二五”时期，
计划在 5 年内，让山东农村环境
更加整洁、村风民俗更加文明、
道德素质更加高尚、生活方式更
加健康、社会秩序更加稳定、精
神生活更加丰富，全省广大农村
文明程度和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

乡村文明行动开展以来，山东
的广大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时
间，齐鲁乡间起新风。站在承上启
下的历史节点上，山东人有理由自
豪和喜悦，更有理由对乡村文明行
动最终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

机制作保障———

是行动，不是“运动”

过去的两年里，乡村文明行动
被各地放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
上，成为各级政府服务民生的一项
主要工作。目前，围绕乡村文明行
动，市、县 (市、区 )、乡镇 (街
道)、村四级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基本建立。

全省各地普遍加大了涉农项目
资金的投入力度，通过不同形式、
方式对乡村文明行动给予财力支
持。潍坊市、淄博市财政每年分别
列支 2000 万元、 1000 万元，连续
5 年对乡村文明行动进行“以奖代
补”。枣庄市各级财政设立乡村文
明行动专项经费，对验收合格的村
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各地实施乡
村文明行动的一项项举措，已成为
山东“城市反哺农村”的一个个经
典案例。

实施乡村文明行动，在山东多
地成了考核干部的一把“尺”，一

根“指挥棒”。干这项工作，效果
如何，成为各地评先树优、选拔任
用的重要依据。泰安市成立了由组
织、宣传等部门参与的考核小组，
进行捆绑式考核，考核结果作为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成绩评价的
重要依据，与各项评先树优挂钩。
济宁市把乡村文明行动列为精神文
明创建先进单位评选“一票否决”
条件。

投入成常态———

靠使命，不靠“命令”

实施乡村文明行动绝非是权宜
之计，各项资源对农村的倾斜，也
绝非是应景之作。各级党委政府，
抱着一种对农民群众的使命感，将
持之以恒地大量投入作为一种常
态。各地坚持以城带乡、城乡共
建，最大限度地统筹各方、整合资
源。

截至 2012 年年底，济南市共
有 1130 家文明单位与村庄签订共
建协议，仅 2011 年就落实帮扶资
金 1 . 5 亿余元、项目 2236 个。淄
博市开展了“志愿服务传文明，携
手建设新农村”等活动，全市 595
个文明单位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活
动，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
治等领域投入资金 8000 万元。东
营市有 545 个各级各类文明单位参
与共建，两年来仅市级已累计投入
物资、资金合计 1 . 47 亿元。烟台
市共有 7600 多个单位与 5500 多个
村庄结对共建，市级以上文明单位
结对率达到 93% 以上。临沂市 142
个市直文明单位全部参与了共建活
动，缔结共建对子 945 个，累计投
入款物合计达到 1 . 5 亿元，实现了
对薄弱村帮扶的全覆盖。

方式有创新———

闯新路，不落套路

面对乡村文明行动这样一个新
课题，我省不落套路，因地制宜，
在各方面闯出了一条条新路。

在村容村貌建设和垃圾处理
上，我省尝试建立网络化和市场化
运行机制，一改长期以来环卫管理
对行政手段的依赖。昌邑市率先推
行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形成了“昌邑
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处于领先地
位，走出了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新路
子。此后，这种“昌邑模式”在我省得
到大范围推广，城乡环卫一体化成
为多地实施乡村文明行动过程中的
普遍做法。

在社会管理、创新服务过程
中，各地注重发挥网络平台作用，
在政府、组织、居民的互动中架起
“连心桥”。泰安市搭建了为民服
务的“幸福 e 家园”网络平台，把
网络虚拟社会管理转化为现实生活
中的服务与管理，实现了网上与网
下同步介入现实生活，打造网上网
下两种和谐社区，把文明建设的任
务要求和活动从城市拓展到乡村。

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
理事会等组织的作用得到放大，农
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效果明显。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好婆媳”以及
文明村镇、文明集市评选活动，让精
神文明建设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
的载体。寿光、荣成等地开展了系列
文明信用先进评选活动，通过与金
融部门互动，推动了农村诚信建设。

百姓得实惠———

要成绩，不要“政绩”

乡村文明行动实施了两年，无
疑，农民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文化
活动，无论是乡风民俗，还是农
村社会治安，很多农民都能从乡
村文明行动中感受到变化。乡村
文明行动取得的是惠之于民的成
绩，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
成绩。

6 月初，记者在曲阜市时庄街
道张庄村，见到村支书颜世桂的时
候，他正忙着张罗一村民的婚礼。
身为村红白理事会成员的他，对村
民家里的红白事，都有义不容辞的
打理义务。颜世桂说：“自从有了
红白理事会，村里大操大办、奢侈
浪费的风气好转了很多。”

在威海，各级财政累计投入整
治资金 5 . 5 亿元后，所有乡镇都至
少建设 1 处垃圾转运站、污水处理
设施，“户保洁、村收集、镇清
运、市处理”，全面实现了城乡环
卫一体化。镇驻地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率达 80% ， 67% 的镇通上了天
然气和集中供暖。临沂市实现环卫
保洁市场化物业化管理的村居达到
5084 个，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 56
个。

在昌邑市柳疃镇刘家庄村，
村民刘克州正在整洁干净的村道
旁干杂活。他骄傲地说：“你看
我们村多干净啊，以前都是推着
小 车 ， 把 垃 圾 堆 到 村 外 的 大 坑
里；现在村里有垃圾桶，还有两
个保洁员，村里干净了，随手扔
垃 圾 的 不 文 明 行 为 也 几 乎 没
了。”在包括昌邑市在内的很多
地方的村庄，如今和城市社区一
样，由市政环卫部门统筹负责垃
圾清运处理，“垃圾围村”的现
象一去不复返了。

◎乡村文明行动开展两周年特别报道·回顾篇

齐鲁乡间起新风
本报记者 花宇

乡村的文明程度和人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本报记者 王德贞 摄

前言 2011 年 4 月 23 日，

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在全省农

村实施“乡村文明行动”的意

见》，提出以行政村和新型农村

社区为基本单位，以村容村貌建

设、村风民俗建设、乡村道德建

设、生活方式建设、平安村庄建

设、文化惠民建设为重点，通过

文明户、文明村(社区)以及新农

村新生活、新农民新形象等群众

性创建活动，全面提高农民思想

道德文化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

度，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和谐安

定、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

乡村文明行动实施两周年以

来，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得到

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和广大农民

群众的积极响应，并使广大农民

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

化。为了总结分析两年来全省乡

村文明行动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

新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进一步深化、推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 6 月 6 日至 8 日，全省乡

村文明行动现场观摩推进会在费

县、滕州、曲阜举行。现场观摩

推进会召开前夕，本报记者深入

三县(市)进行了实地采访，并专

访三地的县(市)委书记，总结了

三地在实施乡村文明行动中的好

经验好做法。同时，本报也随机

采访了全省各地部分群众，了解

乡村文明行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

的变化，听取了他们对乡村文明

行动实实在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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