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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位于青岛市即墨区
龙泉街道的美丽村居柳林村，水天
一色，景色宜人。在这里，古柳、
清泉、田园相映成趣，人们在村居
田园里尽情体味着乡村的本色。文
化公园里，一棵百年古柳随风摇
曳，仿佛轻唤游子归家。不远处的
“健康田园”里，以泥土、木头、
树桩等原生材质为材料，纯手工打
造的乐园让孩子流连忘返。

“先有柳林甸，后有即墨县。”即
墨民谣中的柳林甸便是龙泉街道柳
林村。作为山东省首批美丽村居试
点村庄及龙泉街道首个田园综合体
项目，柳林村实现的不仅是一个农
业和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更是一个
与地域文化融合、与自然融合的发
展模式，这个田园村居蕴藏着人们
心底原舍、原乡的乡土情结。因地
处龙泉河畔，因泉而生的柳林村建

筑带有传统的胶东民居风格，灰瓦
绿树间，有着浓浓的乡村质朴。
2016年起，龙泉街道选定柳林村作
为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以“龙泉
记忆”为主旨，以“动力先锋在柳
林”的党建品牌引领，通过党员带
头，群众参与的共建模式高标准实
施了“一湖整治、四园建设、三化提
升和三大地下工程”，即：文化公园、
体育公园、休闲公园和健康田园建
设，绿化、硬化、美化综合提升，及自
来水改造、“五线”下地、生活污水管
线改造等工程，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美丽村居，要改善人居环境，
更要记得住乡愁。在柳林村留住记
忆乡愁的依托之一柳树，是村庄绿
化的最主要树种。走进村庄，随处
可见姿态各异的碧柳，在村庄的水
库旁尤甚。沿河两旁郁郁葱葱的柳
树，有的像是白发婆娑的老人，有

的像是秀发披肩的少女，将长长的
堤坝扮成一个珠帘丝垂的走廊。小
鸟儿停在葱绿的柳枝上，叽叽喳喳
地唱着，为宁静的初秋增添了一分
灵气。在精品示范村建设中，龙泉
街道保留了原生态的所有柳树，因
势造景，建设漫水石道、观景平
台、古柳广场、涌泉清池等，为柳
树记忆保存完整原貌。

山色双双齐入画，泉声步步尽
堪听。与柳树相呼应的另一记忆来
源就是让一代代柳林人记忆深刻的
泉眼了。“从我记事开始，那条河
旁边就都是柳树，而且以前泉眼都
要拿麻袋堵着，不然水太多了，泉
水就那么地旺。”柳林村老人潘瑞
伦自豪地说着。据柳林村党支部书
记曹淑琴介绍，村庄的水库底下有
很多泉眼，即使遇见大旱，也常年
不断水，只要凿开一个泉眼，转眼

就满湾了，源源不断的泉水让柳林
村的记忆更加灵动、久远。为了留
存龙泉人对清泉的记忆，柳林村对
村庄原有的泉眼进行了重新挖掘、
保护和改造，让更多的人了解龙泉
的由来，留住乡愁。

因连接汽车主题公园和汽车产
业新城，柳林村作为一个重要节
点，村民在享受宜居、休闲的生态
景观和生活状态外，在就业和创业
方面也多了许多便利。“我们在汽车
城那边维护草坪，一个多月了，既锻
炼身体也赚钱，挺好的！”66岁的范
淑琴一边往家走着，一边跟笔者说
着。据悉，因地理区位优势，柳林村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通过就业、创
业、农业三条强村富民渠道，村集体
收入达100余万元，农民人均增收近
2万元。下一步村庄还将发展体验
农业、创意农业、生态采摘，真正

让村民看得见希望，握得住幸福。
独木不成林，单点难成景。在

全力打造美丽村居柳林村的同时，
龙泉街道先后投入2 . 7亿元，推进
全域12条道路修建提升、18 . 3公里
河岸整治，在龙泉河、莲茵河和27处
塘坝开展大规模“清河行动”，相继
打造了汪汪泊、俞家屯、台子、张家
庄、汪南、汪北等美丽乡村群落，通
过打响“清河行动”等战役，使生态
宜居成为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

一条绿道串成线，点“绿”成
“金”。龙泉街道还将探索多元化
合作模式，吸引产业资本注入，培
育一批民宿企业、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农耕体验的农旅文旅项目 ,

通过多业态融合发展，把优美的山
水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真正实现农业有奔头，农村有
看头，农民有盼头。（李倩）

龙泉街道柳林村：听泉观柳忆乡愁，美丽村居入画来

近年来，单县在乡村振兴实践
中，以农村垃圾分类、乡村夜话、
孝善敬老饺子宴等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为工作主抓手，积极引导群众
参与乡村治理，充分调动群众发挥
主体作用，破解了“干部干、群众
看”的乡村治理难题，让乡村治理

“活”起来，推动了乡村振兴。

5元小桶，

办好垃圾分类大事情
刘土城村位于单县龙王庙镇西

3 . 5公里，是单县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点之一，也是该县开展垃圾分类
工作比较成熟的村庄。

7月18日中午，刘土城村村民
李玉玲在家里做饭。正在忙碌的李
玉玲随手将菜渣、菜叶、蛋壳丢进
贴有“可沤垃圾”字样的小桶里，
而一些盛菜的塑料袋则另外存放。
接着，李玉玲将小桶摆放到庭院门
口，再把塑料袋之类的垃圾扔进街
道边的大垃圾桶内。“小桶里存放
的是可以沤肥料的可沤垃圾，扔进
大桶里的是不可沤垃圾。这只5元
小桶，是村里统一发放的，是我们
村实现垃圾分类的秘密。”李玉玲指
着存放可沤垃圾的小桶说，“如今，
村里家家户户门前都贴着‘垃圾分
类工作宣传书’，镇里、村里的喇叭
天天讲。我们村里，就连刚上学的孩
子都知道垃圾该咋分类了。”

在实施垃圾分类后的刘土城
村，村主干道、僻静小道都十分干
净整洁。村里空气很清新，看不到
一只苍蝇，也没有一点异味。

为了更好地管理每家每户的
垃圾分类，刘土城村实行街长
制。每条街通过群众代表大会、
党员会选出有资历、村民信任的
人担任街长。每个街长负责管理
所属街道的村民的垃圾分类。街
长主要职责是搞好垃圾分类宣
传、讲解、监督。按照垃圾分类
的程度对每户打分，评为好、
中、差三个等级，每天进行登
记，好的公示栏表扬，分类差的
村民则参加垃圾分类培训班。

杨金义今年62岁，是村里的一
名老党员，2018年11月，他被选为
街长。杨金义皮肤黝黑，嗓门大，
说话时眼睛眯成一条缝，一边说一
边用手比画着。“村里总共设立了
15个街长。这15个街长中，每个街
长负责的垃圾桶和村民户数都不一
样。”杨金义说，他负责“辖区内”

的9个垃圾桶，共45户村民。“街长都
是义务劳动，没有工资。”虽然没有
报酬，但他很开心，“看到村里环境
变好了，累点也高兴。”

目前，单县已经在全县97个行
政村进行了推广试点，推广率达
20%，共建设沤肥池280余座，配备
分类垃圾桶5万余只，新增垃圾分
类转运车28辆，各村每月可减少垃
圾外运总量的80%以上，节省了大
量的垃圾转运和处理成本。

乡村夜话，

村里的事情商量着办
鲁西南地区农村群众多年前就

有在夜晚聚在一起“拉呱说事”的
习惯。如今，刘土城村的乡村夜话
重拾了这一乡土文化传统，由镇村
干部组织村民利用晚饭后的时间，
围绕村内具体事务，共同商量解决
办法。目前，乡村夜话已在该县22

个乡镇推广。
刘土城村的“夜话”，可不是

村干部的独角戏，村里大事小情都
拿出来说道说道。有一次，村党支
部书记刘洪启宣布了“好媳妇”
“好婆婆”候选人名单，村民张荣
花当即提出意见：“为啥没有俺儿
媳妇谢丽娜 ?”“只要是好儿媳
妇，都能参选。”刘洪启回答。
“俺儿媳妇就是好，跟闺女一样，
只要俺想干啥，她从来都是依着顺
着……”婆婆张荣花一口气列出了
儿媳妇的“十大好”。当即，群众
举手表决，推荐谢丽娜参选“好媳
妇”。一周后，与饺子宴一并举办
的表彰大会上，谢丽娜被村委会授
予“好媳妇”称号。

乡村夜话听民声、解民事、聚
民心，汇集众智、易于推行、效果
良好，不仅成为村“两委”同群众
商量大情小事、解决实际问题的重
要途径，而且激发了村民的“主人
翁”意识，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同
时，乡村夜话开通了社情民意的
“直通车”，架起了党群干群的
“连心桥”，有效提升了群众满意
度和获得感，为基层治理探索出了
一剂良方，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
织力、凝聚力、向心力。

乡村饺子宴，

传承孝善架起连心桥
在龙王庙镇刘土城村，除了逢

年过节，最热闹的便是每月的农历
初九，因为在这一天，该村会组织
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吃饺子。
县乡包村干部也过来一起为老人包
饺子、端饺子，“唱红歌”“上党
课”“讲故事”，还为老人洗头、
洗脚、理发等……如同一个温暖的
家庭大聚会。举办一次费用几百元
至一千元不等，不少在村的留守妇
女和爱心群众都参加义务帮厨。孝
善敬老理事会面向社会爱心人士募
集善款，设立专门基金，专款专
用，同时村里有孝心的致富能人也
可自愿承办敬老饺子宴。

目前，前来认领承办饺子宴的
村民，已经排到2021年了。通过举
办饺子宴，刘土城村风气变化很
大，婆媳相处更和睦了，四邻关系
更友好了，以前各扫门前路，现在
是不分彼此。

刘土城村已连续举办了11届
饺子宴。如今，多种形式的敬老
饺子宴已经释放出了更多的社会
功能和效果，成为单县乡村的
“盛会”，也是当地群众心中的

“盛会”。孝善敬老饺子宴传承了
中华几千年来的孝善文化，弘扬
了“养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
统美德，搭建起了乡亲乡情的“谈
话场”和“聚集地”，更在潜移默化
中对年轻一代进行了孝老敬老的
言传身教。

文明银行存下好行为

收获美德和荣誉
2018年12月15日，全省首家无

币值流通的特殊“银行”——— “新
时代乡村文明实践银行”在单县龙
王庙镇刘土城村正式挂牌成立，再
度激活了群众参与村庄治理的“一
池活水”，刘土城村的群众迅速行
动起来，垃圾分类等各项工作迅速
卓有成效地推开。目前，“银行”已印
制有10元、50元、100元等不同面值
的“钞票”。“银行存款”越多，持有者
贡献就越大。对贡献大者，政府会给
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甚至包括其家
庭、子女，在就业、升学、晋级等各项
评定时作优先考虑。这些活动，提高
了村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人们
的向心力、凝聚力。

街长杨金义手里有一个小本
子，用来记录，比如哪家扫了街、垃
圾分类做得好等等，检查后，他就在
他的小本子上记录一笔。记录之后，
村民可以根据自己做的文明义务劳
动获得相应的文明钞票，面值从10

元到50元、100元不等。村里根据每
户获得的“文明实践钞票”的多少，
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每季度评选

“红旗文明实践户”，年底表彰“文明
富豪”。2018年底，村里10位“文
明富豪”接受了表彰。

>>短评

刘土城村是如何实现村庄振兴
发展的？这一切得益于群众主体力
量的发挥。

在垃圾分类等工作中，有一些
群众起初持观望态度。但是，随
着党员干部带头做工作，干部干
给群众看，干部带着群众干。实
施垃圾分类后，村里十分干净，
群众切实感受到居住环境的舒
适，自然就主动参与进来了。
2018年以来，刘土城村先后为村
里75岁以上的老人举办乡村敬老
饺子宴、为老人洗脚洗头等一系
列孝善敬老活动，在干部和群众
之间建起了一座暖心桥，从宣传
发动到价值引领再到情感认同，
真正激发出了群众的主体力量。
这些卓有成效的“桥梁”和“纽
带”，是党和政府决策在群众心
里落地扎根的关键所在。

单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磊说：“财政有限，民力无
限，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在乡
村振兴具体工作实践中，我们时
刻牢记，村民是主体，村干部是
主导。经过我们多年实践，充分
认识到只有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
和村干部的主导作用，才能真正
实现乡村振兴。”

单县激发群众主体力量推动乡村振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傅子栋 谢丽

乡村饺子宴不仅传承了孝善文化，还搭建起了乡亲乡情的“谈话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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