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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文明乡风】

兰考县多措并举推动乡风文化振兴

兰考县坚持以德化人,以文润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厚植文化惠民理念,提升文化服务水平。优化 “百姓文

化云”兰考公共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建立群众点单、文化团

队接单、政府买单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发挥各级书屋作

用,对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等文化阵地,建设红色观影基地,以 “全民阅读”活动

为载体,推进 “书香兰考”建设。持续开展 “红色文艺轻骑

兵”“欢乐周末”品牌文化活动,以文化文艺繁荣发展充实、

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开展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民居、古

树名木调查保护工作,打造 “乡村记忆”村落 (街区),“乡

村记忆”民居,建设村史馆,打造村史文化墙,弘扬优秀乡

土文化。

深化文明创建活动,培育良好乡风家风。实施文明创建

深化拓展行动,加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管理,推动农村精

神文明提质增效。开展 “文明单位+文明村”结对帮扶活

动,创成县级以上文明村镇334个,乡风文明红旗村8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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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新风尚集体婚礼”,持续坚持红白事操办事前报告、

事中监管、事后处置 “三个到位”,选树移风易俗示范户和

优秀 “四会”,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开展 “接老

人回家”活动,共接497位老人回家和子女共同生活。

加大典型选树推介,强化示范引领作用。每半年进行一

次 “德孝兰考”评选表彰,深入开展 “乡村光荣榜”选树和

“星级文明户”认领活动,全年评选 “兰考文明户”42374
户,评选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等各类典型12650人。

强化典型人物宣传推介,打造道德模范广场2处,好人一条

街1处,好人广场 (公园)16个,全年展示各类先进典型

人物代表事迹,通过县属媒体、自媒体,扩大宣传覆盖面。

邀请好媳妇、好婆婆、最美赡养人、最美志愿者代表向大家

宣讲典型事迹,以先进典型选树宣传。

打造品牌服务项目,引领时代文明新风。进行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改革,县、乡、村三级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实现

全覆盖。创新打造 “1+10+N”支特色志愿服务队,围绕乡村

振兴、卫生健康、科技助农、法律服务、生态环保、心理咨询、

移风易俗等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打造 “一懂两爱”“筝乐育

苗” “小垃圾大文明” “墨香兰考”志愿服务项目。持续开展

“幸福饺子宴”“晒被子·送温暖”“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

倡树家庭和睦、孝老爱亲新风尚。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

打造 “邻里互助”志愿服务项目,动员各行政村 (社区)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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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老党员、文明户、爱心人士等主动认领,实行 “一对一”

结对帮扶,在生产生活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实施 “乡村学

校少年宫文艺支教”项目,定期选派青年教师把先进的教学理

念和方法带到了农村学校,给11253名学生送上丰富多彩的文

艺课堂和文化课堂。

郸城县强化乡风文明建设

郸城县以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文明村镇创建、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积极

培育文明乡风,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全县乡村 “颜值”得到

提升,全县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农民文明素养得到提高。

打造特色文化墙,扮靓乡村 “新气象”。开辟宣传阵地,

各村建设文化墙,内容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礼仪、卫生健康、孝道家

训、村规民约等,使之成为乡村传播精神文明、传递社会正

能量的一道美丽风景。汲冢镇柴堂社区、巴集乡段寨行政村

等处处可见美观醒目的文化墙,让人忍不住驻足观望。

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制定 《郸城县推动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实施意见》,规定红白事标准;把推进移

风易俗纳入 “五星”村党支部 “文明幸福村”创建内容,倡

导 “低彩礼”、厚养薄葬,反对铺张浪费。持续完善 《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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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等内容纳入村规

民约,引导婚丧嫁娶简办小办。完善 “五会”组织,发挥红

白理事会作用,明确操办流程,防止大操大办。常态化开展

“三下乡”活动,发放 “移风易俗树文明乡风”、“倡导文明

婚俗弘扬时代新风”倡议书5万多份,创作移风易俗节目8
个,不断引导群众除陋习、树新风。巴集乡程楼行政村积极

推进移风易俗,建成 “村民食堂”,既提供婚庆宴席服务,

又为群众节省费用。

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引领乡风文明新风尚。

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2个、实践站482个,围绕学习实

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

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等主要工作任务,持续开

展丰富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3.2万多场,精准常态化服务基

层群众。

选树先进典型,强化价值引领。开展乡贤、乡村光荣

榜、星级文明户、“一会四评”、最美家庭等先进典型评选表

彰活动,涌现出河南好人2人、省市乡村光荣榜15人、县

级乡村光荣榜326人、最美家庭360个,在全县农村营造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推文明村镇创建。投资3550万

元为全县19个乡镇招标四家优质的保洁公司,投资2526万

元建设19座乡镇垃圾中转站,购买2.6万个垃圾桶、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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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垃圾运输车,配备2千余名保洁员, “户定点、村收集、

乡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体系已经形成。目前,该县共

有全国文明村镇1个、省级文明村镇5个、市级文明村镇64
个,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占比达61.5%。

镇平县开展 “四大”工程助力乡村振兴

镇平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弘扬和践行社会核心

价值观为出发点,以培育文明乡风,提升城乡居民文明素质

及全社会文明程度为落脚点,强力实施 “四大”文明实践工

程,助力乡村振兴。

实施 “雁阵”工程。以党建为 “领头雁”,推动各党委

(党组织)、群团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形成共同参与文明创建

和乡村振兴。以建立健全 “一约四会”为抓手,积极引导老

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 “五老”参与村

民自治,该县410个行政村全部制订了村规民约,建立 “四

会”组织,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

监督。利用 “村振”平台及时发布通知公告,公示公开书记

信箱、工作日记,创建跨层级、跨乡镇、跨部门、跨业务的

协同工作机制。

实施 “铸魂”工程。推进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政治工

作,广泛开展各类乡村先进典型树活动。开展 “星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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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认领创建活动,新创成十星级文明户1200余户。开展

“乡村光荣榜”“感动镇平”人物、“玉乡先锋”“玉乡标兵”

“玉乡道德模范”“五好示范村”“五好自强户”等各类先进

典型300余人。新培育专业演出队伍和大小演出团体20多

个,新组建广场舞、秧歌队、腰鼓队等文艺表演队116支,

组织开展 “三下乡”“舞台艺术送农民”“结对子、种文化”

“红色文艺轻骑兵”等活动180余场次、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活动4920场。

实施 “点光”工程。把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入群众日常生

产生活,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平台,突出

“讲、评、帮、乐、庆、赛”六种实践形式,常态化开展政

策理论宣讲、评创表彰、志愿服务、文化活动、比赛展示。

组织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等各类实践活动30余

场,“志愿服务心向党 我们在行动” “志愿抗 ‘疫’我参

与”等文明实践活动200余场。在全国文明村雪枫街道七里

庄村设立孝善敬老基金试点,开展孝善敬老活动,倡树尊老

爱老敬老之风。

实施 “引领”工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

根,利用镇 (村)户外广告牌、宣传橱窗、村广播站等宣

传阵地,宣传展播 “讲文明 树新风” “我们的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等宣传内容。在各村

显著位置设置好人榜、文化墙,新制作文化墙2.8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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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在 “玉乡镇平”APP开辟专栏宣传道德模范先进事

迹,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深入开展 “玉乡先锋” “玉

乡标兵” “玉乡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进基层、党校宣讲

团下基层、“百姓宣讲团”等宣讲活动,目前已开展各类

宣讲活动100余场。

西峡县坚持 “四个融合”共建城乡文明

西峡县聚焦乡村振兴,坚持全域融合理念,实行城乡一

体创建,以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辐射带动农村发

展,着力提高城乡居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走出一条

“城乡联动、共建共享”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之路。

融合创建力量,建强乡风文明阵地。坚持开展 “周四

文明实践日”活动,全县各村镇、街道社区及各单位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依托同步推进。各志愿服务队组织

志愿者以理论宣讲、集中培训、文艺节目、上门宣传、发

放彩页、公益广告等形式,对居民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西峡市民文

明公约》 《西峡市民文明守则》 《村规民约》、健康知识、

科普教育等进行宣传。目前,活动累计开展96周,“周四

文明实践日”已成为常态化创建的代名词,得到民群众的

深度认可和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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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创建载体,弘扬乡风文明风尚。围绕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巩固提升,统筹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单位、道德模

范、“十大孝子”、“星级文明户”、乡村光荣榜、文明家庭等

创评活动。该县创成全国文明村镇6个、省级文明村镇3
个、市级文明村镇74个、县级文明村镇105个,文明村镇

覆盖率达63.9%,评选各级道德模范97人,评选15届 “十

大孝子”150人,“十星文明户”认领挂牌率达38.6%。一

大批家庭被评为各级文明家庭,一大批最美人物、好媳妇、

好公婆、好妯娌、美德少年、新乡贤、“脱贫攻坚标兵”等

登上 “乡村光荣榜”。融合创建阵地,以 “西峡艺术团”为

主,发展各类文艺团体28家,每年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000
余场次;利用 “云上西峡 APP” “文明西峡”专栏,开办

“文明实践讲堂”,分设 “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

建”、“文明发布”四个子栏目。2021年开办以来,共发布

172期,累计浏览量超过200万人次。

融合专项行动,建设美丽乡村。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五年行动计划,每周四在全县乡村开展 “周四环境清洁日”

活动。以宣传发动开路,通过推进会、村组干部会、外出学

习等形式,引导群众树立卫生、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深

入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实现 “户分类、组保洁、村收

集、镇转运、县处理”体系全覆盖;实施村庄道路、河道、

庭院、房前屋后环境整治工程,消除乱贴乱画、乱泼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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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拉乱挂、乱搭乱建、乱停乱放 “十乱”现象;推进农村连

片联户建沼气池工程,实施农村改厕、改厨、改圈,推进美

丽宜居乡村建设;实施 “绿色家园”行动,对村旁、路旁、

宅旁、水旁及零星闲置地进行绿化。

新县厚植乡风文明激发乡村振兴动能

新县紧扣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发展总要求,以人居环境、乡风民

风、文化生活 “三个美起来”为重点,努力培育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凝集乡村治理向心力,激发乡村

振兴新动能。

改善人居环境,让乡村靓起来。加大投入夯基础,积

极发动社会资本投入的同时,县财政每年拿出专项资金

1000万元,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奖补资

金,近两年累计投入资金12.8亿元,全县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覆盖面达100%。强化管理保长效,开展垃圾分类试

点,邀请环保志愿者举办垃圾分类培训班,提升村民环保

意识。在所有村 (居)建设垃圾池,配备垃圾桶,选聘保

洁员,专项经费保障,推动环境卫生管理常态长效。专项

整治抓提升,结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全力开展 “八

乱”现象整治,推进石材加工、户外广告、占道经营等专

—9—



项整治,每半年组织一次美丽乡村建设现场观摩会。

深化移风易俗,让民风淳起来。完善 “一约四会”,在

村镇 “一约四会”全覆盖基础上,指导各村组修订村规民

约,建成 “四会”组织,制定理事会章程,将移风易俗内容

纳入村规民约,出台红白事操办具体标准,明确筵席及婚嫁

彩礼标准,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倡导 “喜事新办、丧事

简办、厚养薄葬”新风尚。常态选树先进典型,建立县、

乡、村联动机制,广泛开展道德模范、“新县好人”、“乡村

光荣榜”人物、“星级文明户”等选树活动。季度评选表彰

“星级文明户”,给予免乘公交、免票旅游等最低 “五项优

惠”奖励措施,聚焦 “群众看得见的利益”,创新开发微信

小程序,引导农户通过线上线下创建获取积分兑换奖品,提

高农户创建的积极性。创新开展 “饺子宴”活动,整合乡村

阵地资源,按照 “六个一”(健康体检、免费理发、文艺演

出、政策宣讲、庆祝生日、共进孝善宴)标准,在各村镇建

设 “孝善大食堂”,各行政村每个月不定期为60岁以上的老

人开展 “饺子宴”活动。今年以来共举办 “饺子宴”活动

470多场次,服务老人2.1万余人次。

推进文化惠民,让群众乐起来。实施文化 “六个一”工

程 (一村一馆、一村一歌、一村一志、一村一队、一村一匠

和一村一训),以文化振兴引领乡村振兴。常态举办大别山

民间文化艺术节、新县民歌大赛、奇龙岭民俗文化展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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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民春晚等文化活动,依托乡村文化阵地开展戏曲杂技、

舞龙舞狮、文艺踩街、灯谜竞猜等民俗文化活动,培育民间

文艺队伍68支、广场舞蹈队200多支。创作 《田铺大湾》

《美丽新西河》《走进丁李湾》等一大批村歌、民歌,《红土

地》《打儿窝,一首幸福的歌》《走进奇龙岭》等一批优秀作

品登上全国乡村春晚舞台,陡山河乡村歌 《百姓过上好生

活》荣获第九届全国优秀村歌,《追着太阳赶路》问世,老

区人民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时代歌曲唱响全国。

尉氏县培育乡风文明拓新路

尉氏县通过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文明村镇创建等措施,大力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加强道德建设,提升文明素质。在农村大力推进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开展时代楷模、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宣传教育活动,运用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开展鲜活的道德教育。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组建百姓宣讲团,深入19个乡镇 (街道、

园区),进学校、进村入户宣讲,已组织宣讲58场,覆盖超

1万人。

选树先进典型,发挥示范作用。各级文明村镇以改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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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为落脚点,广泛开展星级文明户认领、乡村光荣榜选树、

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在村内显著位置设置精神文明专栏,

宣传展示星级文明户、乡村光荣榜先进人物和文明家庭先进

事迹。截至目前,该县荣获 “河南省乡村光荣榜”5人,

“开封市乡村光荣榜”24人,评选 “尉氏县乡村光荣榜”76
人,乡镇级 “乡村光荣榜”491人,村级 “乡村光荣榜”

4596人。深入开展星级文明户认领活动,星级文明户认领

制活动覆盖率90%,县级以上文明村覆盖率达到100%,农

户认领比例达到80%。

深化移风易俗,擦亮 “文明底色”。该县506个行政村

已实现 “一约五会”制度和组织机构上墙,并常态化开展工

作。积极宣传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破除封建迷信,狠

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高额彩礼、薄养厚葬、互相攀比、铺

张浪费子女不赡养老人等不良风气。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

践阵地,广泛开展孝善敬老饺子宴活动;创新实行爱心积分

制管理,把村民在勤劳致富、环境提升、文明新风、热心公

益等方面的表现量化为具体的分值,发放对应分值的积分

卡,并通过积分卡进行商品兑换;开展道德评议,用群众身

边的典型教育、感召群众,涵育文明乡风。

开展创建活动,丰富文化生活。在春节、元宵节、七夕

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开展 “我们的节日”系列主

题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广泛开展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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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活动。省级文明乡镇邢庄乡在全乡范围内开展 “快

乐星期天”活动,各村组建广场舞队、秧歌队等群众娱乐组

织,每周开展活动,举办各类文化娱乐活动120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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