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费县把乡村文明行动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民
生工程，纳入生态费县建设总体布
局，被评为乡村文明行动省级示范
县。 6 月 3 日，费县县委书记杜昌
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畅谈了他在
推进乡村文明行动中的一些构想。

记者：杜书记，您好，首先祝
贺费县在乡村文明行动中取得的成
就，成为本次现场观摩会的三个现
场之一。您认为实施乡村文明行
动，对费县最大的现实意义是什
么？

杜昌伟：谢谢。实施乡村文明
行动是省委省政府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
大决策部署，意义重大。从全局来
说，实施乡村文明行动是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没有农村
文明环境的显著改善，没有农民科
学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增
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不能真
正实现。实施乡村文明行动，找准
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子。从费
县实际来说，实施乡村文明行动是
建设生态费县的重要保障。 2010
年，费县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设生态
费县的思路目标，而文明是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内涵和显著标志。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对于提高农民群众的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统
一思想、凝聚力量，引导全县广大
干部群众加快生态费县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我注意到，费县的财政
收入只有 8 亿多元，但是自 2011 年
以来，费县在推进乡村文明行动中
的财政拨款和各方筹措资金累计近
亿元。费县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
力量？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杜昌伟：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
二元结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比较
大，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扭转，不
仅制约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
严重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实施乡
村文明行动，正是通过整合全社会
资源和力量，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
倾斜、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
服务向农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
传播，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

格局。而乡村文明行动就是切实解
决群众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民生
工程。近年来，我们持续坚持 70%
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所以，在乡
村文明行动中的投入，只是延续了
我们在民生工程上高投入的一贯做
法。

记者：我在采访中看到，现在
的费县不仅是环境新，费县农民的
思想也很新，精神面貌非常好。您
认为乡村文明行动给费县的广大农
民群众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杜昌伟：环境约束人，环境改
变人。乡村文明行动在使农村环境
面貌发生明显改变的同时，也在使
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一是提
高了农民文明素质。在推进乡村文
明行动中，我们利用大青山党性教
育基地、道德讲堂、文化活动室等
场所，通过举办讲座、入村宣讲、
入户宣传等形式，帮助农村干部群
众增强政策观念；通过开展道德模
范、“好婆媳”、“身边好人”等
评选活动，评选出一批群众身边的
“平民英雄”，农民向善向好的社
会风尚正在形成。二是提升了农民
“精气神”。通过整治农村环境、
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加快消除城乡
文明差别，推进广大农民“价值观
念、思维方式、生活理念”的城市

化，进一步提振了农村干部群众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凝聚了科学
跨越发展的正能量。应当说，文明
习惯的养成、“精气神”的提升，
这是乡村文明行动给农村农民带来
的最大、最重要的改变。

记者：现在，费县在推进乡村
文明行动中已经走在全省前列，下
一步准备在哪些方面进行提升？

杜昌伟：下一步，费县重点抓
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加快“乡村
文明家园”示范工程建设。力争年
内建成 30 个， 2015 年达到 100
个。二是加快乡村文明行动示范片
建设。围绕“三线三型”的工作推
进思路，北部以干线公路为轴线，
建设“山区旅游型乡村”示范片；
中部以国省道为轴线，建设“城镇
社区型乡村”示范片；南部以干线
公路为轴线，建设“生态发展型乡
村”示范片，力争年内在全县建成
12 个示范片。到 2015 年实现所有
行政村全覆盖。三是开展“新农村
新生活”培训教育活动。深入推进

“村居净化美化”、“家庭伦理道德”、
“亲子教育”、“文化娱乐”、“身心健
康”五个方面的教育，倡导科学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使农民群众素质
得到全面提升。

本报记者 王德贞

如今，无论走进费县的哪一个
村庄，你总能感觉到一股文明新风
扑面而来，一幕改变农民传统生活
方式的大剧正在这里上演。

费县县委书记杜昌伟说，由于长
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缺乏自我发
展的动力，所以要搞好乡村文明行动
这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就必须建立一
种长效机制，加大投入。因此，费县把
乡村文明行动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抓手，纳入到生
态费县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来，作为最
重要的一项民生工程，开创了乡村文
明建设的新局面。

两年投入近亿元，

为农民打造一个新环境

6 月 2 日，记者来到费县费城街
道办王家庄社区，这里的空气中弥漫
着鲜花的芳香。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继
伟告诉记者：过去的王家庄村内垃圾
遍地、柴草成堆，环境极差。现在全村
64 条大街小巷的两边和村前广场，都
栽满了各种绿化植物，总绿化面积
5 . 2 万平方米，社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50% 以上，四季常青、三季花开。谈到
村里的变化，王继伟说，在村庄环境
整治过程中，王家庄社区得到了县委
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仅 2012 年上级
支援的资金就近 20 万元。

王家庄社区只是费县建成的以
“环境优美、社会和美、家庭富
美、生活乐美”为标准的100个乡村
文明示范村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在乡村文明行动推进过程中，
费县为给农民打造一个新环境，提
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和政策支
持。一方面，县财政每年用于乡村
文明行动的专项资金达2000万元，
另外每年用于测评和奖励的资金达
400万元；另一方面，费县深入开展
“城乡牵手文明共建”活动，发动
县直部门形成齐抓共建的强大合
力，2011年以来，已有110家县直单

位与村庄签订共建协议，累计直接
投入款物731万元，协调投资4780万
元。杜昌伟估计，彻底整治好一个
村庄需要投入50万元。

除了投入大量的资金，费县还
把城市管理的经验移植到农村去，
推进城市管理重心下移。面对国道
和省道属公路局、县乡道路属交通
局的分散管理局面，费县创造性地
把国道、省道和县乡道路都交给县
住建局，成立保洁公司，由财政拨款
负责道路卫生管理、垃圾清运。而在
农村垃圾处理方面，费县改过去的
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为村收镇
集、县运输和县处理。杜昌伟认为，
过去的垃圾处理方式之所以很难落
实，是因为有些乡镇没有运输的经
济实力。本着实事求是原则，乡镇做
不了的，就由县里统一来做，建立一
个长效机制，保证每一个村、每一条
道路在任何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

治理好一个村只是一个点，治
理好一条路只是一条线。费县的环
境整治要由点到线再到片，最后实
现全覆盖。为此，费县从2011年开始
建设绿色生态长廊，按照干线公路
每侧造林宽度不低于50米的标准开
展大规模造林，农户自由选择树种，
县里免费提供树苗。现在，全县投入
资金已超过1000万元，完成360公里
绿色生态长廊建设，行驶在费县的
公路上，到处是绿色的海洋。

把一个个点串起来就成了线，
把一条条线连起来就成了面。杜昌
伟告诉记者，按照计划，今年全县将
有一半的村庄完成“美丽村庄连片
工程”，2015 年实现全覆盖。

费县费城街道小安子村王金玲对
农村环境的改变感受颇深，她原来住
在县城里，2006 年搬到小安子村以
后，就再也不想回县城住了。

激发农民正能量，

在农村形成一种新风尚

6 月 2 日，记者在费县探沂镇
王富社区发现，有位穿着时尚的中
年妇女正在清扫巷口的街面，因为
街面上有撒落的少许垃圾。这位中
年妇女叫王芳。这些垃圾既不是她
撒落的，也不在她家门口，她却认
为清扫街面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
任。其实，主动维护环境的整洁不只
是王富社区人的习惯，现在已经成
为费县农民的一种新风尚。当然，遍
布费县乡村的新风尚不止于此。

在费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
资助孤寡老人、贫困学生，举办各种
公益活动中奔波，感染和带动了周
围的人。这个组织就是费县点点义
工联合会。几年来，他们已经策划组
织义工活动160余次。费县点点义工
联合会副会长、上冶镇分会会长王
凤军告诉记者，这个组织中有不少
志愿者就是来自农村的新型农民。

杜昌伟认为，群众的素质是高
的，只是缺乏认可和激励机制，费县
县委县政府要做的，就是认可群众、
激励群众，给他们营造一个积极向
上的氛围，把群众的正能量充分激
发出来。近两年来，费县推出了一系
列道德典型选树活动，在各行政村

设立善行义举“四德”榜，广泛开展
道德模范、好婆媳、身边好人、文明
信用户等评选活动，评选出一大批
群众身边的“平民英雄”，如：迎着歹
徒的大砍刀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
赵重礼；为了照顾多病的父母、残疾
的妹妹、年幼的侄子和外甥，50岁依
然未嫁的刘丕芝；精心照顾植物人
丈夫4000多个日日夜夜，不离不弃的
李堂美……同时涌现出了全国“五
好文明家庭”1个，省级“五好文明家
庭”3个，4人荣登“中国好人榜”。费县
又依托道德讲堂，举办道德模范报
告会20余场，大力宣传身边的这些

“平民英雄”，让人人争做“平民英
雄”成为费县乡村的新风尚。

文化惠民大行动，

帮农民开创一种新生活

6 月 2 日，记者在费县费城街
道王家庄社区闫立花家中看到，客
厅里挂着六幅字画，置身其中会让
人忘记了是在一个农民家中。

当天，在王金玲家中，一进大
门记者就发现院子里摆了六七十件
大大小小的盆景。原本以为这是一

个经营盆景的专业户，却被告知那
不是卖的，是一家人的爱好。

和他们一样，记者在费县采访
时发现，费县农民身上的文化味越
来越浓。当然，这种渐浓的文化味
与县委县政府的文化惠民行动是分
不开的。从2011年开始，费县已经
连续举办了三届广场文化艺术节，
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农民群众一
起登台演出，观众累计达120余万人
次。今年又举办了首届民间文艺人
才选拔大赛，全县设立20个分赛
区，1000多名文艺爱好者参与比
赛，共评选表彰了100名优秀民间文
艺人才，成立了费县民间艺术团。
为了让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在农村
扎根，费县还开展了“农村文化中
心户”培育评选活动，100个乡村文
明行动示范村各评选1个文化中心
户，每户给予2000元补助，使他们
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带头户。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总
投资30万元的王富社区乡村大舞台
于2012年11月竣工，每天晚上演出
不断，热闹非凡，晚饭后到这里乐
呵乐呵已经成为王富社区居民的生
活方式。今年春节期间，这个乡村
大舞台更是迎来了费县及周边县区
65个村的演出队伍，从早上一直演
到深夜，连续七天，被群众亲切地
称为“过年七天乐”。

闫立花告诉记者，以前村里没
有绿化，也没有路灯的时候，晚上
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现在不一样
了，村里的环境这么漂亮，吃完了
饭就想出来转转。2007年，村里建
起广场以后，她和其他一些村民开
始自发地在广场上扭秧歌、跳舞、
唱歌。后来，村里购买了设备，把
村民组织起来成立了100多人的演出
队伍，没事的时候就是排节目、演
节目，乡村文明行动把闫立花们的
生活彻底改变了。

本报记者 王德贞
本报通讯员 李照华 刘涛

◎乡村文明行动开展两周年特别报道·费县篇

乡村文明行动是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
——— 访费县县委书记杜昌伟

费县：以城乡统筹带动乡村新文明

费县县委书记 杜昌伟

大田庄乡农家兴起“读书热”。 本报记者 王德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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