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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吹进百姓心田
——沁源县法中乡董家村建设文明村镇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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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郜盼

日前，一场以“移风易俗除陋习
道德评议树新风”为主题的道德评议
会在沁源县法中乡董家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举行，村两委班子、党员代表和
乡贤们共同参与了此次活动。大家坐
在一起，共同热议村里的新变化、好榜
样，弘扬正能量、传递新风尚。

乡村振兴，文明铸魂。
董家村位于沁源县法中乡西北

部，地处青龙沟龙头位置，总面积8.7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816.8亩，是一个
典型的山区农村。近年来，董家村党
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服
务功能，团结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走出
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获
评为“山西省文明村镇”。

如今的董家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壮大了集体经济，提高了村民收
入，改善了村居环境，促进了乡风文
明，村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党建引领强思想

“小故事 大道理”“乡土话 新思
想”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暖心有我”让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
以解决，“悦读·润心”“戏曲惠民演出”
等文化活动让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丰
富……在董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逐渐成为群众学习实践科学理论的大
众平台、宣传宣讲党政策的坚强阵地、
培育践行主流价值的精神家园、深入推
进移风易俗的有力载体、丰富活跃文
化生活的广阔舞台，不断铸牢群众文
化自信，推动文明新风吹进百姓心田。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价值是行为

的标准。
每月开展一次组织生活实操实

训，实施“双向承诺”，党支部主动向党
员、群众承诺，党员向党支部和群众承
诺，承诺践诺，发挥作用……董家村始
终坚持党建引领，健全党组织体系网
格化管理，压实主体责任，完善村组织
体系，把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不断推
进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行，做到“门
常开、人常在、事常办”。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带头落实“一墙四榜、一
约四会”“孝老敬亲”文化制度，带头倡
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的移
风易俗新风尚，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
监督，让好风尚进万家。

与此同时，董家村坚持以传统节
日为节点，以道德讲堂为主要载体，开
展了丰富多样的“讲文明树新风”系列
活动，引导村民学习中华经典。通过
持续开展活动，村里的纠纷减少了，邻
里更加和睦，晚辈孝顺长辈蔚然成风。

产业焕新促发展

乡村风貌“塑形”，推动乡村产业
“做实”。

以生态宜居兜牢乡村振兴的红
线。董家村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巩固“六乱”整治成果，全力推进
农村垃圾分类，积极争取村庄绿化项
目建设，开展“美丽庭院”示范户创建，
动员群众参与植树造林，全村人居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深化文旅融合，把
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巩固拓展
青龙沟原生态康养体验区，打造马家
窑青龙山居名片。

以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的根

基。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建成标准
化草莓育苗大棚60多座，实现人均年
稳定增收3万元以上，村集体年稳定
增收15万元以上。改扩建能繁母牛
养殖基地，为村集体年均增收10万元
左右。依托驻地企业天一生态农牧
产业有限公司，为村民提供大量就业
机会。盘活190亩荒山资源建光伏电
站，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实现再突破。

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与
整洁的农院、宽敞的道路、满山的花果
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的乡村画卷。

文化赋能聚合力

村庄越变越美了，日子一天天富
裕了，村民们对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近年来，董家村建设了乡村记忆
馆、农家书屋、农耕文化墙等系列文化
阵地，定期向村民开放，设立“绿色小夜
校”，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交流。同
时，把村里的好人好事汇编成册，编制
党建宣传册《董家故事》，发挥品牌效

应，设置“家风牌”，将公共区域建设、公
共卫生维护、集体事务管理融入每家每
户的基础性家风传承中，同时，通过开
办道德超市、评选道德标兵等管理机
制，治理效能有效提升。成立“乡风文
明纠查组”,破除“陈规陋习”，杜绝“歪
风邪气”，营造“好事大家传、坏事大家
管、歪风大家纠”的浓厚氛围。持续规
范化运营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多样
化服务项目，弘扬尊老爱老习俗。

在注重文化传承的同时，董家村
充分挖掘本土人才，强化人才培育工
作，培养一批种植大户、养殖能手，让
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角和
主体。组织村民“走出去”向各地优秀
养殖合作社学习经验，把畜牧专家“请
进来”实地考察、入户宣传专业化养殖
合作社发展理念，解资金“缺”，破技术

“难”，真抓实干，带头探索农业现代化
发展新路子。

发展乡村产业“壮体”，推进乡村建
设“塑形”，加强乡村治理“铸魂”……新
时代董家村正展现着乡土风情，传承着
乡村文脉，书写着和美乡村新故事。

文明村镇文明村镇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

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过去一年来，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

战线聚焦推进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
动，锚定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统筹
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辽
宁省精神文明建设展现新气象，为推进
全面振兴新突破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和丰厚道德滋养。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
业需要榜样引领。

加强先进典型选树、学习和宣传，
辽宁省选树第十届辽宁省道德模范20
名，10人入选“中国好人榜”，持续打造

“与党同心 与模范同行”活动品牌，积
极发挥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先进典
型示范引领作用。

少年强则国强。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开展2024年度辽宁省开
学第一课暨“牢记殷殷嘱托 强国复兴
有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云”直播，观
看量、点赞量创新高。栾嘉瑞同学入

选2024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大力弘扬文明新风，《辽宁省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于2024年5月1日起施
行。辽宁省各地开展《条例》宣传教育进
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
进网络、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七进”活动2600余场，大力营造遵
规守法、文明有礼的良好社会氛围。

深化移风易俗宣传教育，辽宁省举
办“大地流彩”全国移风易俗曲艺作品展
演暨辽宁省第三届移风易俗小戏小品大
赛优秀作品展演活动，小品《幸福万年
长》获评全国移风易俗文艺展演优秀作
品。将殡葬领域移风易俗工作纳入文明
乡风建设工程，取得了扎实成效。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文明新风
润物无声，厚植向上向善沃土。

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和公共文化服
务资源，辽宁省开展特色化、多元化、
个性化的市民文化夜校，课程覆盖声
乐、舞蹈、表演等9大类专业课程。

红色文化讲座、艺术辅导、文艺演
出……为更好满足群众文化需求，辽宁

省采用“菜单式”服务模式，开展公共文
化服务“六进”活动340余场（次），覆盖
14个市70多个县（区），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实现阵地共
建、活动共联、队伍共育。

适应乡村振兴和农民精神文化需
要，辽宁省出台指导意见，推动农家书
屋、文化驿站、村史馆、文化大院、乡村数
字影院等场所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融合发展，打造农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辽宁省
组建省市县三级理论宣讲、文艺文化、
卫生健康、科普知识、移风易俗五类新
时代文明实践“火种”队伍，开展政策
宣讲、文艺培训、义诊咨询、农业科技
推广、普法宣传等各类文明实践活
动。举办2024年“家和万事兴”辽宁
省百姓春晚，选取优秀群众文化文艺
节目参演，充分展现了全省人民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

文明实践不断提质增效，增强了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凝聚起党群同
心、团结奋进的力量。

文明城市创建让城市不仅有了
“颜值”，更有了“气质”，提升了百姓的
生活品质。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常态长效、惠
民利民，辽宁省创新完善文明创建机
制。开展全省城市（区）文明指数调
查，常态化开展实地暗访，科学分析各
地文明创建走势趋向，系统总结成功
案例，深入剖析存在的突出问题，研提
解决方案。

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城市精细化
管理等方面短板。在全省开展铁路沿
线、高速公路沿线、城乡接合部环境整
治和文明提升，围绕环境卫生、交通秩
序、文明服务三方面重点内容，重点点
位初步实现“清干净、码整齐”阶段性
目标，城乡环境面貌和文明程度进一
步改善。

文明花开香满园，立足辽宁省深
厚的文化土壤，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
参与，辽宁文明必将遍地花开、蓬勃生
长，幸福可触可感，汇聚振兴发展的磅
礴力量。 （中国文明网）

董家村航拍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