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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明行动开展以来，曲阜
市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绩。在曲阜，乡村文明行动是一项
举全市之力的“攻坚战”。曲阜市
委书记李长胜表示，曲阜开展乡村
文明行动，是在以最高的标准要求
自己，也是以最扎实的行动，给老
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绝不辜负历史和人民

记者：曲阜作为在中华文明史
上，具有特殊历史文化地位的一座
城市，对乡村文明行动，有什么样
的特殊压力和独特的自我要求？

李长胜：曲阜是孔子故里、东方圣
城。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曲阜的精
神文明建设应该走在全国前列。1986
年，谷牧副总理来曲阜视察时，就强调

“曲阜人民要有做曲阜人的光荣感和
责任感、使命感，曲阜应该处处干干净
净，人人彬彬有礼”。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但是，部分地方
确实存在着道德失范、人居环境较
差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得
起历史的重托、人民的期待，勇于
担当，扎实推进乡村文明行动，让
曲阜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让曲阜

的公民道德建设走在全国最前列，
让曲阜这座名城名副其实。

记者：曲阜花大量财力人力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对目前经济条
件下的曲阜来说，这笔钱意味着什
么？值不值？

李长胜：“百姓至上”是我们
的执政理念，“民生优先”是我们
的行动导向。乡村文明行动，是一
项极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2012年，曲阜地方财政收入是
16 .2亿元，虽然财力有限，但在我
们眼里，群众的事情哪怕再小也是
大事。民生问题，我们等不起、慢
不得、坐不住。

过去两年里，我们累计投入近
10亿元，建设农村公路2248公里，栽
植树木2000多万株，并在农村环境
治理、农村卫生方面下了血本。只要
群众满意，花再多钱也值！

实打实干事，绝不玩虚的

记者：曲阜市将乡村文明行
动，放在了全局工作的何种位置？
市委是通过什么样的奖惩督促机
制，将工作落实到村一级的？

李长胜：落实是成事之本。我
们落实乡村文明行动，是站在统筹
城乡发展的高度进行谋划的。

为此，我们实行了“一月一检
查”制度，采取现场抽签、现场打分
等形式，将所有工作向公众公开，接
受群众监督。在考核上，乡村文明行
动开展情况纳入了年度精神文明建
设考核。我们不仅报道典型与经验，
还对措施不力、进展缓慢的镇街、村
居曝光，让他们“红红脸”，及时整
改。落实的过程中，我们发扬“村村
到”精神，创造了花 6 天时间，对全
市农村逐一检查的历史，把工作做
得不留死角，无懈可击。

记者：对乡村文明行动中的移风

易俗、生活方式等“软”目标，曲阜是怎
么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文明做实
的？软实力是如何提升硬实力的？

李长胜：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
是载体。必须有具体标准，硬性制度
规范，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实，促进精
神文明建设“软回归”。我们开展了

“彬彬有礼道德城市”建设，建设了
675 所学校，成立了 4800 人的教师
队伍，编发了 10 万份教材。我们制
定了具体的孝德行动标准，对赡养
老人的费用及生活物资张榜公示。
在群众文化活动中，我们开展了城

乡“人人唱 村村演”群众文化活
动，给老百姓一个展示才艺的舞台。

通过推进乡村文明行动，曲阜
逐渐营造起了自己的“小气候”。我
们的风气更加纯正，文明程度进一
步提高，城市的吸引力、亲和力和竞
争力都在提升。在 2012 年度济宁市
的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中，曲阜在综
合考核和精神文明、民生民意等单
项考核中，都获得了第一名。

路漫漫，美好愿景终实现

记者：曲阜前两年的乡村文明
行动成果显著，对今后三年的乡村
文明行动及最终的胜利，曲阜目前
有怎样的规划和打算？

李长胜：乡村文明行动绝非一
时之役。与其他先进地区比，我们还
有一定差距，离最终的美好愿景还
有很大距离。下一步，我们关键是要
找存在问题，明确努力方向后，运用
项目建设、教育培训等手段，将农村
精神文明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我们将探索建立工作的长效机
制，通过实现社会文明程度的明显
提升，尽快把曲阜建设成“儒韵民
风”的首善之区，确保乡村文明行
动的成果真正惠及农民群众。

本报记者 花宇

◎乡村文明行动开展两周年特别报道·曲阜篇

最高的标准，最实的行动
——— 访曲阜市委书记李长胜

李长胜在“大走访、大接访、大下访”活动中与群众交谈了解情况。

曲阜，孔子的故里，东方儒家文
明的源头，中华传统文明的高地。在
当代，古老的曲阜在物质和精神层
面，不断丰富着乡村文明的内涵，让
文明成果普惠人民，在新时期牢牢
守住了中华乡村文明的高地。

乡村文明行动开展以来，曲阜
市一手用铁腕措施整治村居条件，
改善人居环境，旧貌换新颜；一手
用道德教化启发人的心智，提升道
德涵养，润物细无声。短短两年，
曲阜农村换了新貌，变了气色，提
了精神。

“反哺”注入优势资源

“仓廪实而知礼节”，物质基
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行为修
养。过去，农村并非公共资源投入
的重心，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
面，与城市相比存在着不少差距。
在乡村文明行动中，曲阜不断加大
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各种优质
资源向农村倾斜，农村正享受着来
自城市的“反哺”。

“反哺”意味着公共财力的大
量投入。据曲阜市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刘继峰介
绍，目前曲阜已建成了“村收集、
镇运输、市处理”的城乡环卫一体
化体系，每天处理约300吨主要来
自农村的生活垃圾。从垃圾桶到保
洁员，从运输车到中转站，每一处
都得花钱，每一天都得花钱。但曲
阜的农民不用掏钱，所有费用由财
政买单。刘继峰说：“2011年我们
投资3000多万元建设了中转站等设
备，并列支2000万元用于完善镇村
一级的环卫设施。此后，财政每年
投入1000万元，让农民享受和市民

同一水准的环卫服务。”如今，
“垃圾围村”现象在曲阜农村几乎
销声匿迹。在这两年里，曲阜新修
的农村公路、村内街巷2248公里，
相当于过去20年所修的农村道路。

“反哺”意味着人力智力的大
力倾注。九龙山下的小雪街道武家
村，如今古色古香、面貌整洁；而
就在一年之前，这里只能算是曲阜
市中等水平的普通农村。2012年3月
14日，市委常委会在村里召开，就
村级事务现场办公。就在同一天，
曲阜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陈述
礼作为“第一书记”进驻该村。武
家村山岭湖泊簇拥，文物古迹遍
布，适合发展观光旅游业。但当时
仅有两条水泥路，绿化、亮化等也
不合格。陈述礼到村里后，四处

“化缘”，联系项目、拉赞助，仅在一
年内就将 28 条街巷硬化，安上了
64 盏仿古式路灯，植上 4 万多株苗
木，将村幼儿园整修一新，并为武家
村创作了村歌。这一年的投资额算
下来，大概有六七百万元。如果没有

“第一书记”驻村办公，武家村要想
“咸鱼翻身”几无可能。在曲阜，像
武家村这样因为“第一书记”的到
来而大变样的村庄，比比皆是。与
此同时，警力也在向村一级渗透，
每一名干警都进行包村，每周至少
走访两次，每天至少巡逻两趟。一
村一警，警灯常亮，让村民享受公
共服务所带来的安全感。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作为一座具有特殊文化地位的
城市，曲阜对居民的文明素养提出
了高要求。具体到每一个人，就是
要做到彬彬有礼。曲阜为此整合了

政府和社会资源，建立了一支强大
的师资队伍，常年到镇村，举办农
民都听得懂、用得上的公益德育讲
座。为此，曲阜市从财政列支500
万元，专门设立了教育基金。

彬彬有礼道德教育，部分老师
来自孔子儒源文化学校。据该校校
长金辉介绍，目前该校有30多位教
师参加面向农民的道德讲座，很多
镇街已经形成了每周一课的惯例。
截至目前，针对镇街以下的农村，
该校已开展了300多场专业培训。
讲师薛天慈告诉记者：“我感觉老
百姓对这些内容很需要，也很愿意
听，尤其是五伦关系、婆婆儿媳如
何相处这些内容。”因此，在农村
授课时，老师们都是从身边例子讲
起，重在讲基本礼仪和相处之道。

去年的盛夏时节，金辉曾在一
个大广场上宣讲文明礼仪。台下的
听众中，不乏一些“膀爷”。金辉说：

“当我讲到个人素养，讲到如何穿着
时，那些光膀子的人就不好意思偷
偷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穿
着上衣回来了。”一位总是抱怨儿
子、儿媳不关心自己的老太太，在听
完金辉的课之后，对儿女的辛勤工
作有了更多理解，再也不抱怨了，
更多地帮着儿子、儿媳说好话。得
到了母亲的理解，儿子、儿媳也更
关心老人，家庭变得更和睦。

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的触动，形
成了人人讲文明的氛围。目前，曲阜
已成立了675所“彬彬有礼”教育学
校，建立了4800人的教师队伍，编写
并免费发放了10万份特色教材。

用“面子”管好民风

道德、民风是看不见、摸不着

的东西，本是硬要管也很难管的东
西。但在曲阜，人们通过村民自
治、自我管理，在村庄这个熟人社
会用“面子”的力量，让道德成为衡
量村民们的一把“尺子”，古朴的道
德风尚在新农村重新焕发生机。

在陵城镇曹家庄村“大队部”
外的墙上，记者发现了一张张公示
榜，上面列出了村民们用于赡养父
母的支出。在另一块孝德榜上，不
仅列出了村民们每个月为赡养老人
给多少粮食、油料，还公示出他们
是如何陪伴老人的。

这类“晒榜”行为，已经在曹
家庄村坚持了6年。从2008年起，曹
家庄村就开始评选文明卫生模范
户，除了尊老爱幼、遵纪守法，模
范户还得管理好门前的绿化带，保
证无垃圾、杂草，最好还能种上一
些花草。这个荣誉称号，由36人构
成的评选团，通过走访老人、邻居
评比打分。成为文明卫生模范户，不
仅获得物质奖励，在村里还有较高
的地位。村支书陈殿秀告诉记者：

“有了这块牌子，亲戚来串门都觉得
很有面子。那些评不上的，特别是
家里马上要说媳妇的，都不好意思
说不是文明户，一个个急得很。”

村民自治很少需要公共资源的
投入，成本极低，但却让曲阜农村
传统的孝顺、仁义等美德得到彰显。
目前，善行义举“四德”榜在全市农
村已经上墙，一大批身边的典型成
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志愿者进村传艺

在曲阜，一支由政府指导的文
化志愿者队伍，正自发地深入乡
村，补上了乡村文化活动的最大短

板——— 人才缺乏。让人才资源优化
合理配置，曲阜的做法，为丰富农
村文化活动找到了一条出路。

6 月 1 日，小雪街道姜家村围拢
着男女老少，一片喧闹景象，一场由
本村村民出节目的庆“六一”文艺演
出正在举行。记者到来时，文化志愿
者魏运胜的 22 个徒弟刚刚完成了精
彩的腰鼓“处子秀”。一次在尼山镇的
汇演上，表演广场舞的姜家村人听到
了魏运胜所指导的腰鼓表演，萌发了
学习腰鼓的兴趣。村支书姜红伟请来
魏运胜教村民打腰鼓。如今，魏运胜
每周有 3 天在姜家村指导，另 3 天
在其他一个村指导，有时剩下的一
天也被人请过去教学。身为退休教
师的他很愿意在这样的活动中发挥
余热。他不仅有求必应，而且分文不
取。据曲阜市文广新局社会文化科
科长王海波介绍，目前曲阜的文化
志愿者已经有 3000 余人。

时庄街道张庄村村民翟玉秀是
个文艺积极分子，也是魏运胜的学
生之一。在附近打工的她，几乎每天
晚上都要跳舞、打鼓。她说：“其实俺
们看到城里人跳舞，都可羡慕了。但
农村人跳舞，一是不好意思，二是没
人教。有老师教了之后，我们就有了
信心，其他人也慢慢参与进来了。”
自从魏运胜教会张庄村人腰鼓后，
张庄村的文化活动越来越红火，村
民可以表演多种形式的节目，并多
次外出展演。姜红伟说：“农村人和
城里人一样喜爱文艺活动，有钱了
也有时间了，但一直就是苦于缺负
责任的好老师。只有像魏老师这样
的志愿者多了，农村的文化活动开
展起来就容易多了。”

本报记者 花宇
本报通讯员 梅花

曲阜：守住乡村文明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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