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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将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与人民大众实践结合
起来改造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同
时也是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过程。
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认识到用马
克思主义教育武装农民群众的重
要性，并进行了长期的理论和实
践探索，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农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
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
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
紧团结在一起。”乡村振兴进程中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善于
吸收和借鉴历史经验，又要立足乡
村建设实践进行创造性探索，让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
寻常百姓家”。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筑
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保障

农村基层党组织承担着宣传
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
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
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新时代
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
基石。一是优化农村党员干部队
伍，优先从致富能人、退役军人等
群体中选配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重点培养政治信仰坚定、服务能力
强、心系“三农”的年轻后备干
部，着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深入推进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严格执行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
度，主要通过专题讲座、现场教
学、实践教育、“微党课”等形
式满足农村党员的多样化、多层
次学习需求，切实提高农村党员
干部的科学理论水平和干事创业
本领。三是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
民服务的理念，量化服务内容，
重点将村集体经济收入、村容村
貌改善、群众满意程度等纳入服
务考核内容，推进村干部坐班制
度化，提高密切联系群众和服务
群众的能力，让农民群众在乡村振
兴进程中有更多获得感，自觉贯彻
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优
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环境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内在
要求和灵魂所在，在凝聚民心、教
化民众、淳化民风等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一是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尊重农民意愿，拓展服务内
涵，丰富服务供给，满足农民群众
多样化、深层次文化需求，实现供
需有效对接。二是重视优秀农耕文
化资源的开发、保护、利用，合理
适度建设具有本地特色的农耕文化
类场馆，让优秀的农耕文化在新时
代重焕风采，重塑农民群众价值认
同。三是深入开展移风易俗行动，
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奖善罚恶作用，
坚决遏制腐朽落后思想和陈规陋
习，树立勤俭节约、村民互助、喜
事新办、丧事简办等文明新风。充
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适
时推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
到的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并给予
精神和物质奖励，让农民群众学有
榜样、赶有目标。

传播内容与形式契合农民群
众需求，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实效性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
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
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新时
代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

须紧紧围绕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创新宣
传内容和形式，让农民群众在实
实在在的物质、精神满足中认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传播内容
贴近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对农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增收难、看病
难、养老难等难点问题，以及征
地拆迁、土地流转、环境整治等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热点焦点问
题，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做出理论
回应和政策解读。同时，牢牢把
握理论宣传的主导权，引导农民
群众培养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二是传播方式尊重农民群众接受
习惯，探索构建农村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话语体系，善于用农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开展宣传
教育，彰显科学理论的亲和力、
吸引力。推进农村理论宣讲常态
化，将宣讲服务送到村头巷尾、农
家大院、田间地头，面对面为农民
群众解疑释惑。三是灵活运用显性
传播方法和隐性传播方法，充分利
用文化载体将宣传内容润物无声地
融入农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实
现寓教于乐，以文化人的目的。

健全体制机制，保证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常态化开展

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长
期性和艰巨性，科学的体制机制是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持续、有序
开展的根本保证。一是健全人才队
伍选拔、培养、保障机制，加强
专、兼职理论宣传队伍建设，重点
选拔理想信念坚定、理论水平较
高、熟悉“三农”工作的基层党员
干部、党校教师作为专业化队伍的
主体力量。同时，从乡村道德模
范、致富能人、退休干部中选拔
“草根宣传员”，及时发现、奖
励、表彰有突出作为的人员，保障
人才队伍的专业性和稳定性。二是
健全运行保障机制，加大资金、基
础设施的保障力度，推进抓实“文
化下乡”“村村通”“村村响”等
工程，加强农村理论宣讲基地建
设，拓展宣讲空间。三是健全信息
反馈机制，通过召开座谈会、问卷
调查等方式，掌握理论宣传的真实
效果，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宣传
内容和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真正被广大农民群众所理解所掌
握，成为农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建设美丽家园的“精神武
器”。

(青岛市即墨区委党校政治教
研处副主任、高级讲师 丁爱梅)

采石人上山种树，钻石山重绘妆容
思路一变天地宽，“中国石雕之乡”嘉祥成为省级森林城市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刘占成 李超

嘉祥有大小山头126座，当地
山区天青石储量丰富，约为90亿
吨。正是坐拥天然资源，嘉祥成为著
名的“中国石雕之乡”。

然而，20世纪80年代，许多山区
百姓受经济利益驱使和“靠山吃山”
的认识影响，把开山打石作为致富
的唯一门路。嘉祥县南部山区十余
万群众“一窝蜂”地建起石灰窑，办
起石子厂、板材厂，顶峰时加工户可
达2000多家，从业人员十多万人。

但经年累月地乱采滥伐，周边
山体满目疮痍，山区生态环境遭到
严重破坏。当时的纸坊，是“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山东德信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夏纪军是嘉祥县第一个办
理采矿证的人。“我在这里挖到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夏纪军开采的山
叫钻石山，因为过度开采，如今的钻
石山还有几处山体好似“悬崖峭
壁”。“虽说挣了钱，但家乡环境的破
坏我也看在眼里。”夏纪军说。

掠夺式开采只能坐吃山空，嘉
祥人慢慢意识到这点。为保护山体
资源和生态环境，2010年，嘉祥县
委、县政府，果断作出“封山禁采、生
态立县”的决定，并召开万人誓师大
会。

然而，“封山禁采”并非几个
文件和几句口号就能办成的事，发
动包括开采户在内的广大群众才是

根本办法。
为尽快恢复山区生态环境，嘉

祥县“堵疏结合”，按照“谁破
坏、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的
原则，对有意向利用废弃山体转型
发展的开采业户和有意愿承包荒山
复绿的农户，给予政策和配套资金
扶持，并出台《嘉祥县南部山区产
业转型扶持办法》，开辟下山“绿
色通道”。

办理嘉祥县首个采矿证的夏纪
军第一个带头下了山。“我包的钻
石山，如果继续开采还能再赚1000

万元，不过我不想再挣这份钱。”
夏纪军知道，不能吃着“祖宗
饭”，断了“子孙路”。其实，带

头下山的夏纪军早已想好，自己不
能一走了之，必须尽快上山，只不
过这次是带着树上山。

为修复荒山，夏纪军继续包下
钻石山，并把开山挣的3000多万元
全部投到了山上。“前几年，我每
天的工作从运石下山变成了运土上
山，接着就是漫山遍野地种树。”夏
纪军说，光回填土就填了几十万方。

2017年，满目疮痍的钻石山重
新披上了绿装。夏纪军引进了精
酿啤酒项目，在山体生态修复基
础上开发旅游项目。“这个啤酒
小镇每天有三四千名游客光顾，
一年可实现经营收入2亿元，带动
周边10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

夏纪军说。
封山禁采的十年，也是荒山变

绿的十年。十年来，嘉祥南部山区累
计封山68座，拆除石灰窑97座，封停
锯石机5007部；绿化荒山72座，封山
育林6 . 2万亩，植树造林1000多万
株；4条旅游路，把20多个景点串点
成线；通过林果和旅游业，当地农民
人均年增收2600元……2019年底，
嘉祥县获得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授予
的“山东省森林城市”称号。

绿树掩映，雕梁画栋，落日余
晖，山川谷里。如今，端坐钻石山
山巅，三五好友，品一杯酒，不禁
念起描绘嘉祥的一句古诗：“河水
翻银浪，冈峦拥翠鬟。”

乡村振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农村大众报沂水讯 （通讯
员何树松）沂水县院东头镇积极
整合信访资源，畅通线上线下群
众问题诉求沟通渠道，让群众少
跑腿，矛盾早解决。

健全信访大厅接待首办责任

制。发挥好“直接窗口”作用，
谁接待、谁负责。健全镇领导接
访制度，通过定期、不定期下
访，及时协调处理信访问题，做
到群众随访随接、随接随办。健
全访调协作对接体系，做好信访

案件化解与领导接访、司法调
解、思想教育、法治宣传等工作
的有机结合。健全信访积案包案
制。对专项活动交办的信访积
案，由镇主要领导亲自包案化
解。健全线上线下畅通体系，依
托县信访大数据中心，构筑“信
访+互联网”工作平台，有效形成
了“让信访平台多运作，让信访
群众少跑腿”的信访新局面。

农村大众报利津讯 （通讯
员牟云云）宫志梅是利津县北宋
镇后宫村的网格员，每天只需要
一部手机即可完成对每户的基础
资料取证和上传，快捷高效。今
年5月之前，这项工作不仅要照
相，还要逐一打印，费时费力。
改变得益于利津县实施的“数字
乡村”工程。

北宋镇前崔村第一书记赵军
介绍，今年宫家社区4个村创建了
“三治融合”积分管理系统，网
格员上传资料，评判小组评判赋

分排名，全部通过手机完成。
利津县发挥信息化在乡村治

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打造乡村振
兴数字化建设样本。以“智慧利津”
建设为切入点，建设了县级指挥中
心，构建城乡数据资源体系，推动
县域社会治理一体化、公共服务一
体化、社区（农村）管理一体化、生
态环境监管一体化。

推动信息化与乡村治理体系
深度融合。利津县建立了“互联
网+党建”“互联网+政务服务”
等新模式，实现乡村政务服务

“ 一 门 式 办 理 ” “ 一 站 式 服
务”。加快推进实施农村“雪亮
工程”，累计安装高清摄像头
3443个，全县行政村重点公共区
域及重点领域、重点部位视频监
控覆盖率、联网率达到100%。

“数字乡村”不仅增强了社
会治理能力，也为乡村产业赋
能。该县推动黄河口（盐窝）滩
羊5G产业园建设，利用5G物联网
等技术，建成全国首座5G智能化
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塑造“黄河
口（盐窝）滩羊”品牌。

农村大众报阳谷讯 （通讯员
商贺 丁祥祺）金秋十月，鲁西大
地到处是丰收景象，而阳谷县张秋
镇田堤口村的田育伟却格外沉得住
气。“我家的玉米比其他户要晚收
10天—15天，一亩地最少多收入
100元。”指着自己承包的420亩
地，田育伟自豪地说。

田育伟的底气从哪儿来？这事
儿还得从头说起。今年46岁的田育
伟从小跟着父母在地里割麦子，早
早就体验到了农民的辛苦。“收个
秋得用地排车装，过个大堤需要七
八个人合伙牵拉。”田育伟说。他
成年后就外出打工，后来开办砂石
料厂，就为了不再务农。

不想务农的田育伟，却因为6

年前的一次机遇改变了想法。2014

年7月，看到规模种地渐成趋势，
他和妻子流转土地成立了家庭农
场。刚开始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当年小麦得了白粉病，从麦穗到
麦秸像蒙上了一层白布。”田育伟
回忆说。关键时刻，阳谷县农业农

村局的专家上门来了。在高级农艺
师苏善柱的技术指导下，原本得了
白粉病的小麦很快得到救治。“这
次让俺知道了，当农民也需要掌握
科技啊。”田育伟说。而后，他报名参
加了县里举办的农业技术培训班，6

年时间里，多次去东营、济南、青岛
等多地学习先进技术，成了远近闻
名的“种植达人”。

“现在打药直接用无人机，4

个小时就能打完，成本大幅降
低。”说起农场的变化，田育伟开
心地笑了。原先收秋对农民来说是
一场“大忙”，现在有了自动收割
机，420亩玉米两天时间就能全部
入库。今年玉米行情好，农场的纯
收入预计能达到50万元。

田育伟指着墙上挂着的新型
职业农民证书说：“下一步，我
将继续学习农业先进技术，借助
紫小麦、糯玉米等特色农产品的
种植，打造自己的品牌，真正成
为一名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
业农民。”

“线上+线下”化解信访矛盾

利津县实施“数字乡村”工程
赋能乡村产业，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阳谷农民田育伟———

昔日不想务农，今成“种植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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