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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乡亲互帮互助记20分，参加
环境卫生整治记10分，参加一次技能
培训记5分……在武乡县石北乡型庄
村积分超市里，一张积分明细成了乡村
文明的“竞赛表”。通过“比赛”，村民更
勤快了，村容村貌变美了，邻里关系更
和睦了。

近年来，为进一步发挥村规民约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型庄村大
力推行村规民约“积分制”管理。通过
公示村规民约积分制管理办法和细则，
细化加分扣分项目，以户为单位建立积
分台账，村民们主动参与到移风易俗、

遵纪守法、尊老孝亲、环境整治、志愿
服务中来，用文明行动赚取积分、兑换
物品。

“为了推动村规民约落实落地，我
们推行积分、评比、兑奖等机制，村民们
在搞好自家环境卫生的同时，还主动参
加村里的集体活动，大家积极性都很
高。”型庄村党支部书记魏树芳介绍，通
过积分评定，有效激发了广大群众自觉
遵守村规民约的内在动力，起到了积分
换物改习惯、互帮互助促和谐、全民共
建美乡村的良好效果。

“爱心超市”建立以来，村里为每户

设立一个积分账号。村民不仅在参与
公共环境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时可以获
得积分，同时在破除陈规陋习、遵守村
规民约、积极践行移风易俗举措、参与
技能学习培训时也可以获得积分，并可
凭积分到“爱心超市”兑换物品。截至
目前，今年“爱心超市”已兑换5400分
值，累计兑换物品108件，共有54户家
庭受益。

“之前攒的积分，我一直没舍得用，
前两天用积分换了一桶食用油。”村民
郝秀琴高兴地说，这样的兑换形式很
好，村民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积

分，并兑换商品，“我决定参加更多的公
益活动，争取赢得更多的积分。”

型庄村还组织村民不定期开展积
分分享活动，邀请“好媳妇”“好公婆”

“星级文明户”代表分享经验，交流心
得，让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全力营
造互帮互学、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小积分”兑出大文明，小超市激发
大能量。魏树芳表示，型庄村将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以“爱心超市”为抓手，充分
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做细、做实、做优积
分制管理，以文化人，成风化俗，让乡村
文明质感满满，让乡村振兴底气盈盈。

武乡县型庄村

“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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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搓条、盘条、绕条上辊、拉
条、上架晾晒……12 月 6 日，在襄垣
县王村镇店上村的山西天下襄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手工挂面生产车
间，工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动作
娴熟地制作挂面。院子里，正在晾晒
的挂面如银丝一般，散发着沁人心脾
的面香。

“在家门口上班，一年四季有活儿
干，收入还稳定。”李连是店上村村民，
平日里在挂面生产车间负责打包、分拣
工作。过去家庭收入主要靠丈夫外出
务工，听说村里的手工挂面厂招聘工
人，她第一时间便报了名。经过培训，
她已经熟练掌握了手工挂面加工制作
的各个环节。

山西天下襄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农产品深加工、绿色种植养
殖基地、农业生态观光旅游以及农林牧
渔开发、农商文化发掘与保护、农业科
技研发及技术推广、农业品牌连锁经营
和新型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为一体的新
型农业产业化科技公司。公司成立以
来，先后获得“山西省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山西省科技民营企业”“长治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等多项荣誉称号。“襄垣手工挂面”制作
技艺更是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手工挂面制作是一个细活儿，要
经过二十几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挂面
洁白光韧、耐煮耐泡，入口绵润爽滑。”
公司负责人李艳军一边指导工人挂面
一边介绍，晒面的时候，需要将挂好的
面用棍子分散开，然后下边负责拉伸的
工人需要有很高的默契度来配合拉伸，
用力过大容易将面条拉断，用力小的
话，拉伸的面条又比较粗，因此在每一
步制作中都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2012年，为响应国家转型发展的
号召，带动本地村民尽快致富，李艳军
从运销行业转向从事农业产业经营，自
筹资金6000多万元创办了山西天下襄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近年来，该公司实行统一原料、统
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商标、统一销售
的“五统一”模式，并积极探索“企业+协
会+基地+农户+电商平台”的农业发展

新模式，实现市场牵动企业、企业依托
协会、协会带动基地、基地连接农户的
产业形式，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襄垣手工挂面是一项千年文化遗
产，制作技艺多靠师傅带徒弟，口口相
传，但质量参差不齐、制作环境差，多以
家庭小作坊加工为主，严重制约着手工
挂面行业的发展。为改变这一现状，

“天下襄”组织5家手工挂面生产企业

和200余个挂面家庭作坊成立了襄垣
县手工挂面协会。协会成立后，会员几
乎遍布全县各乡镇。

此外，公司还设有天下襄职业农民
培训学校、面粉营养研究所、手工挂面
研发中心、全指标食品化验所、3000立
方米恒温仓储库、粮油交易展示厅和农
副产品交易展示厅、襄垣手工挂面文化
体验园、“襄垣手工挂面”全国连锁加盟

机构等，打造了一条从田间到舌尖的农
业产业生态循环链。

在李艳军眼中，他做的不只是挂
面，而是一种技艺传承，面里有历史、
有故事。特别是利用当地优质的“仙
堂山”面粉制作手工挂面，能让更多
人知道襄垣县丰富的物产，弘扬传统
饮食文化。

目前，该公司有2名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名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
为省级传承人，一直以来，李艳军都秉
承着“取材于自然，制作于手工”的理
念，制作的手工挂面品质优良，筋道可
口，已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富民产业，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多年来，
公司以“科技兴农，创业富农”为经营理
念，聚集科技、人才、资金、信息、政策等
资源，面向种植农户、返乡青年、创业大
学生以及退伍军人、专业合作社等农村
群体，通过技术培训班、种植基地操作
示范、专家到户服务、召开技术交流会、
科技特派员服务站等服务模式，为农户
答疑解惑，主要涉及小麦和小米培育、
种植、病虫害防治、手工挂面技能操作
等内容。另外，还定期邀请专家能手、
种植大户分享种植经验、市场动态等信
息，带动农户协同发展，进一步提高了
种植农户的技术水平，促进种植基地增
产增效。

同时，为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该公司在2022年联合王村镇和善
福镇政府，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优化整
合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分别打造了
店上村和赵家烟村手工挂面生产基地，
年产襄垣手工挂面50万斤，提供就业
岗位50个，帮助解决乡镇村民就业，促
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有效激发村级内生
动力，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增长。

“品牌天下襄，品质赢天下”。李艳
军望着院子里晾晒的挂面，信心满满地
说：“公司将始终秉持传承与创新的发
展理念，不断延伸产业链，打造特色农
业品牌，开拓新的市场，将襄垣手工挂
面打造成强村富民的支柱产业、乡村振
兴的特色产业，力争成为国际化农产品
品牌。”

手工挂面铺就乡村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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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制作挂面。

工人对挂面进行打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