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条宽阔的水泥路、一座座
设施完善的文化广场、一幅幅寓意
深刻的墙体画、一个个引领文明风
尚的“善行义举榜”……在淄博广
大农村，现代文明与田园风光相互
交融，美丽乡村正在演绎一场“美
丽嬗变”。

近年来，淄博市主动对标“乡
风民风美起来、人居环境美起来、
文化生活美起来”的“三美”蓝
图，丰富美丽内涵、打造美丽环
境、播撒美丽文化。除了解决农村
“五化”、环卫一体化、旱厕改
造、移风易俗、公益性公墓等一批
迫切问题，还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激活了群众幸福密码，
为乡村文明塑形又铸魂。

打造群众

信赖的“百姓之家”
6月27日，农历五月廿五，对于

桓台县起凤镇乌东村人来说，是个
喜庆祥和的日子，他们将这一天定
为“乌东农民节”。全村老少齐聚
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用新麦子磨
面粉、擀油饼，同吃百家宴，共叙
一家亲，以乌东特色庆贺丰收。

就在上个月，占地30亩的起凤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启用。中
心设有健身广场、体育运动区、艺术
体验区、亲子阅览室、老年活动区等
区域，每周一至周五下午还会举办
公益艺术课堂，为全镇青少年开展
免费的国学、美术、书法、陶艺培训。

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如今成
了淄博市广大农村村民的好去处。
拉呱打牌、跳舞看戏，茶余饭后不
时能看到村民在此活动。起凤镇鱼
三村党支部书记巩波说，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中，村民自发成立了
“戏窝子”志愿服务队，每周都免
费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

这样的志愿服务队在每村都
有。为了推进文明实践站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去年初，淄博市从阵地建
设、队伍组建、项目设计、考核评价
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城
乡文明实践活动。在村级层面，分别
组建“党员、文明婚庆、入学升学、大
健康、陪你到老”5支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明确每支队伍名称、活动誓
词、人员构成、服务项目。

临淄区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理事会”，由村党支部发起并领导，
动员本村户籍年满十八岁村民入
会，推举成立移风易俗、文体艺术、
矛盾调解等文明实践理事小组，发
动群众开展活动；张店区迎春苑社
区建立“时间银行”，志愿者可以在
其中存储志愿服务时间，待本人需
要时可换取其他志愿者的志愿服
务；小铁佛村设立“爱心银行”，志愿
服务时长可以进行商品兑换。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
淄博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断加强顶层设
计、试点推动、示范引领、评价激
励，在全省率先制定了文明实践站
建设工作指南、考核标准、评价办
法。推出5项祝福礼和10个节庆礼，
设计文明实践网上管理系统，全面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做
到有阵地、有队伍、有项目、有教材、
有平台、有考核，把文明实践站打造
为群众信赖的“百姓之家”。

户户清洁

美丽进庭院
推开木门，室内客卧分明，窗

明几净，就连厨房里厨具都摆放得
井然有序，这是淄博市周村区南郊
镇韩家窝村村民陈秀云的家，今年
刚被评为星级美丽庭院。“村里组织
的收纳培训课、绿植栽培课我都去
听了，专门教我们怎么收拾家，这样
住着也舒坦。”陈秀云说。

去年，周村区在全域开展以庭
院美、居室美、家风美为核心的
“美在家庭”创建工作，将其作为
推动美丽乡村行动的细胞工程整体
推进，纳入对镇(街道)年度经济社
会发展综合考核。

作为周村区“美在家庭”创建工
作的牵头单位，周村区妇联深入一
线，反复调研论证，提出了打造样板
户、示范引领的思路。由党员、村干
部率先创建，打造一批“美在家庭”
样板户。每个镇确定3个样板村，每
个街道确定2个样板社区，每个样板
村或者社区确定10户样板户。

为了确定“美在家庭”的评分
标准，2018年9月，周村区召开“美
在家庭”现场推进会，以现场点评
的形式统一标准。“我们在样板户
中选样板，把优中之优确定为‘美在
家庭’创建的统一标准，制定出看得
见、摸得着的评分标准。”周村区
妇联主席王欣荣说，每月由妇联主

席、妇联执委、“美在家庭”示范户组
成的评审队伍入户打分，评选示范
户和达标户。年底再委托第三方在
各镇、街道进行入户核实调查。

各镇、村纷纷出实招，把广大
家庭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有的村
居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创建，以示范
引领进步；有的村居出台奖励措
施，分五星标准评定美丽庭院，奖
励相应的生活用品、卫生用具；有
的村居将家风传承优秀家庭的事迹
图文并茂张贴在村内，以表彰典型
的方式号召更多人参与……

在这样浓厚的氛围感染下，子
女们更主动看望父母，帮忙清扫卫
生，整洁有序的环境让家庭更加和
谐。2 0 1 8年，周村区共创建示范户
14343户，达标户35373户，全区“美在
家庭”创建活动年度目标圆满完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周
村幸福家园，既要从大处着眼，加
强城乡环境整治，也要从小处着
手。把每个家庭环境卫生搞好，营
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美丽乡村建
设助力加油、添砖加瓦。”周村区委
书记沙向东说。

移风易俗

树文明新风
没有盛大的排场，没有喧闹的

鞭炮，没有繁杂的流程，在淄博市
乡村的文明实践礼堂，经常能看到
这样的集体婚礼。从去年开始，淄
博市在临淄区、淄川区、桓台县等
县区重点打造新婚礼。文明礼堂免
费用，一场喜事节约2万多元，没有
攀比，迎来了文明，深受基层群众欢
迎，有力推动移风易俗深入开展。

“村里每年能有五六对年轻人
结婚，虽然早就推行了‘只随礼不
坐席，礼金不超50元’的规定，但
村民还得花一万多元租用婚庆公司
和场地。”临淄区朱台镇西单村党

支部书记单提华说，了解到这一情
况，村里决定把婚礼服务作为文明
实践活动的破题之举，免费为村民
提供婚庆志愿服务。今年，已经有
3对新人在礼堂喜结连理。

西单村一直有集体婚礼的传
统。“1990年村里第一次办集体婚
礼，我就在7对新人之中。集体婚
礼一直办到1996年，村里经济不景气
才断了这个传统。”西单村村主任单
保军说，“今天重启这个传统很有意
义，不攀比不浪费，还省心省事。”

淄博市将“喜事新办、丧事简
办”纳入村规民约，各村成立红白
理事会，推动群众自我革新。红公
事随礼不坐席、杜绝高额彩礼，白
公事倡导丧主及亲属做到“八建
议、八提倡”，不到一天就结束，
不披麻戴孝，各项费用支出大幅减
少。同时，启动殡葬改革，全面建
设公益性公墓，既限制了大操大
办、互相攀比，又杜绝了乱埋乱
葬、乱占耕地，千年陋习一朝除。

淄博市的移风易俗工作不仅体
现在破除陋习上，还在于平时的孝
老爱亲上。西单村有一项特殊规
定：每周子女必须陪同自家老人洗
浴按摩，定期陪老人吃饭。

淄博市移风易俗还有很多典
范。临淄区凤凰镇的南太合村，30年
来都坚持五毛钱的份子钱。同属凤
凰镇的西刘村则有一项实行了12年
的村规：做子女的每年把孝敬、赡养
老人的300元至600元不等的“零花
钱”交给村里的老年协会，再由老年
协会发给老人。用村里老百姓的话
说，这叫做“依法孝老”。

村庄变景区

乡村游打通致富路
淄博市山区面积大，特别是南

部的淄川、博山、沂源等区县山地
面积占比高，贫困人口基数大。旅

游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助力山区
群众脱贫奔小康的重要渠道之一。
通过培育特色乡村旅游，不仅村庄
环境得到了改善，也为脱贫攻坚提
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五一”小长假，位于淄
川区昆仑镇西南13公里大山深处的
一处传统村落——— 牛记庵养生度假
村，再次出现了“一房难求”的境地。

“现在我们的民宿一般需要至少提
前半个月预定，每逢周末、节假日异
常火爆。”度假村副总经理周萌说。

牛记庵始建于清朝中叶，石头
村居依山而建。1993年，为居住方
便，村民集体搬迁。2013年6月，旅
游公司流转村里土地和宅院，开始
进行旅游开发。“20年没人居住，
村子长满了杂草，很多房顶都塌
了。我们在开发的时候，保留了原
来村落的植被、石头房等风貌。”
周萌说，经过2年多的修缮设计，
村庄“脱胎换骨”，石头村居被打
造成中式、欧式的精品民宿。

昆仑镇张李村只是一个小小的
村子，村里却有清代民居古建筑群
王家大院、绪岳民俗博物馆、白衣
阁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
名村。近几年，经常有外地游客来
此观光游览。

青瓦、石砖、地道、地暖、拴马
石、枪眼，无一不在诉说着这个古老
院落的历史。“这里有目前淄博市保
存最完整的清代民居群，我们正在
根据村中老人的记忆，逐步恢复王
家大院的原貌。”张李村党支部书记
庞刚指着正在修复的院落说，“等修
完开门迎客，乡村旅游、餐饮、民俗
等将带动整个村子走上致富路。”

从2017年至今，博山区池上镇聂
家峪村举行了上百场特色活动。回
村创业的山东农缘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黄元孔，带着90后的年轻团
队，让聂家峪村的旅游产业有了质
的飞跃。户外演出、水上乐园、篝火
晚会、樱桃采摘……每逢节假日，大
批游客前来，客房供不应求。

聂家峪村村民也不再游离于乡
村旅游发展规划之外，变成了参与
者。村民郑加玲将自家的宅院改成
民宿，由旅游公司运营，收入三七
分。“我们分两种模式，村民自己投
资装修公司运营的，村民拿70%收
益。村民用宅子入股，公司投资运营
的，村民拿30%收益。”黄云孔说，现
在已经有10户村民报名发展民宿。

有了特色项目，游客多了起
来，带来的是村民收入的增加。同
处池上镇的泉子村，在2 0 1 5年以
前，村里上山连一条像样的游览公
路都没有，外地游客根本进不来。
如今，这里不仅完善了基础设施，
更在山上建设了石板房和木板房这
样的高档民宿，游客可以开车直达。

“乡村游做好了，不仅带动了就业，
还能帮村民把农产品卖出去。”泉子
村党支部书记吴圣霞说。

为美丽乡村塑形铸魂

（上接A1版）
村集体成立合作社，流转土地

发展种植、养殖项目。在规划外迁
安置社区时，优先考虑周边生产生
活配套，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依
托经济园区、农业龙头企业、特色加
工业等产业条件，制定了产业培育
规划，确保群众迁得出、留得住、能
致富。常家镇安置社区选址县城规
划区以内，紧邻经济开发区健康医
药产业园；木李镇安置社区靠近得
益乳业种养结合高端奶业基地，黑
里寨镇安置社区配套特色种植产业
基地，搬迁入住后群众均可以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与创业。

情系乡邻，
当好福利“派送员”

6月20日，是南谢村村民王继业
86岁生日，党支部书记李树滨给他
送去了200元红包和一个蛋糕。“村里
生日给200元，春节给200元，老人节
给300元，去年土地分红1600元，还有
过节发放的慰问品。再加上孩子们
的孝善养老金，我们村的老人日子
过得可滋润了。”王继业说。

早在2002年，南谢村村民的土
地就全部流转给村集体，工业园占
地收入成了村集体的主要经济来
源。“集体收入每年130万元，几乎
都给村民发福利了。”李树滨说，
“我们村人均只有8分地，村民从
第一年的1200元分红到去年的1600

元分红，每年都在上涨。”
在沂源县中庄镇，“劳动换积

分、积分兑物品”的模式激发了群

众内生动力。
中庄镇是沂源苹果主产区，全

镇苹果种植面积有4 . 5万亩。反光膜
的大量丢弃，造成了农业废弃物面
源污染。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中庄
镇党委、政府改革以往的焚烧深埋
的做法，在全镇创新开展“垃圾换
物”活动。“现在，村民下地干活
顺便把果树地里的反光膜捡回来，
到村里换洗衣粉、肥皂、脸盆、有
机肥。”中庄镇后峪子村党支部书
记高圣峰一边给村民兑换着洗衣粉
一边说，原先看着漫山遍野的反光
膜无计可施，现在果园的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了。

有了“垃圾换物”的成功经
验，去年12月，中庄镇以果乡爱心
志愿服务社为载体，在沂源县扶贫

办、民政局、慈善总会等部门的支
持下，成立了“果乡爱心志愿服务
社扶贫超市”。“爱心超市”与中
庄镇世纪东方超市合作，利用其现
有规模重新规划，设立“扶贫超市
供应区域”和“扶贫超市专区”。

“‘扶贫超市专区’里的商
品，都是生活必需品，只能通过兑
换券兑换。超市内部商品进行标
价，按照1积分等于1元的标准购
物，由爱心服务社按成本价与超市
统一结算。”中庄镇党委宣传委员
任继霞说，每个月镇上有 6次大
集，这也是贫困户来换物品最集中
的时候。现在还在5个村试点小微
扶贫超市，与各村小卖部合作，方
便老年人和残疾人就近兑换。

上个月，沂源县中庄镇石沟村

村民朱大成在“爱心超市”，用10

个积分兑换了一袋大米。“‘爱心
超市’里米面粮油、锅碗瓢盆等日
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攒够积分就
可以随便兑换。”朱大成说。

为了让“爱心超市”办活、办好，
消除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中
庄镇全面推行“以表现换积分，以积
分换物品”的积分制度。只要群众通
过积极参与产业发展、熟悉掌握扶
贫政策、争先评优树模范、参与改善
人居环境等活动，就可以获取相应
的积分兑换物品。

“自从成立‘爱心超市’，贫困户参
与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的
积极性大大增强，精气神儿也比原来
好多了。”任继霞说，目前，中庄镇已发
放积分8万分，已兑换积分6万分。

=下篇=

村庄变景区，沂源县燕崖镇双马山乡村旅游带动周边贫困群众实现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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