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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乡村文明沃土 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以文明乡风铸魂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 樊永涛

徐州经开区上山社区蹚出治理新路子

卫生死角变身“共享菜园”
◎ 朱二俊 宋洋宇

编辑 李尚维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巍巍巴颜喀拉山麓，滔滔通天河畔，青海

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以文明乡风为笔，

以群众需求为墨，在书写温暖人心的时代答卷

的同时，让文明之风吹遍牧区千家万户，凝聚

起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价值引领聚合力
让文明之花开遍雪域高原

在约改镇长江路社区，一场以“家庭文明

档案”为抓手的乡风变革正悄然改变着牧民的

生活。“我们不仅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

墙’，更要让它‘入心’。”长江路社区党支部书

记才仁公站在社区文化广场前，指着墙上醒目

的“红黑榜”说道。

自2024年起，长江路社区率先试点“家庭

文明档案”制度，为535户村民建立动态档案，

通过“红榜”表彰善行义举、“黑榜”警示不文明

行为，将抽象的文明理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日

常规范。

生态管护员永尕才仁以600积分位列红

榜第四名，她不仅是社区环境整治的“急先

锋”，还常年参与孤寡老人帮扶。“每次看到红

榜上有自己的名字，就觉得为家乡出份力，

值！”她朴实的笑容里满是自豪。

巴干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内，德乃南宗志

愿服务队队长扎西代来正整理着环保宣传手

册。这支以守护“中华水塔”为使命的队伍，常

年穿梭在三江源腹地，捡拾垃圾、保护雪豹栖

息地，用行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去年我们用垃圾回收的收入帮扶了低收入家

庭，乡亲们都说‘环保能致富’，参与的人越来

越多。”扎西代来翻着工作日志，页页记录着高

原儿女的绿色担当。

2024年，曲麻莱县通过升级乡镇、村（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打造巴干乡、叶

格乡、德吉社区、德勒社区4个文明实践示范

基地，组建了法律、医疗、环保、青年等8支品

牌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扶老助残、环境整治

等主题活动 80 余场次，以“阵地+队伍+服

务”三维赋能文明乡风建设，绘就基层善治新

图景，成功创建省级文明乡镇2个、省级文明

村社2个。

这一系列“润物无声”的乡风变革，不仅提

升了基层治理效能，更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

向善合力，为高原牧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精

神动力。

移风易俗树新风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以前村里红白事比阔气、讲排场。自从有

了红白理事会，乡亲们的负担轻多了。”在德吉

社区，组织委员秋尼扎西对社区的移风易俗举

措赞不绝口。

德吉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立红

白理事会，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由社区党

支部书记担任理事长，吸纳党员代表、居民骨

干共同参与。理事会以“服务群众、传递温情”

为宗旨，建立“事前宣传、事中协助、事后回访”

工作机制，每月例会上，成员们结合案例总结

经验，优化服务流程。针对搬迁群众需求，理事

会主动提供政策咨询、场地协调、流程指导等

“一站式”服务。

从“面子工程”到“里子变革”，德吉社区不

仅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还为基层治理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曲麻莱县以文明乡风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在生态产业共创方面，以打造“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主供区为契机，建成标准化生态

牧场2处，引导牧民以草山整合、牲畜托养、劳

力共享等方式抱团发展；打造10万亩优质饲

草基地，推行联户轮作、订单种植等绿色生产

理念，带动参与农户户均增收1.23万元。在资

源盘活共赢方面，创新“草场股权化+资产共

享化”机制，引导3.2万牧民变身生态股东，通

过草畜平衡奖补、光伏扶贫等渠道实现财产性

增收，其中村级光伏收益70%用于分红，30%

专项投入村史馆、文化广场等文明乡风载体建

设，实现物质精神双提升。

推进移风易俗引发的蝴蝶效应，不仅是乡

风的改变，更为发展乡村经济和提高牧民收入

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文化根脉传薪火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交融共生

文化是文明乡风的灵魂。在曲麻莱县文联

主席松杨的办公室，《山水文化》《民间谚语》

《曲麻莱岩画》等正在编纂中的书籍堆满案头。

“岩画里的牦牛、猎人与今天的生态管护员、志

愿者一脉相承。”她说。近年来，曲麻莱县将历

史文化、民俗技艺融入文明实践，传统文化与

现代生活在此交融共生。

5月7日，代曲村的一场特殊活动让古老

习俗焕发新意。志愿者帮助牧民为新生牛犊系

上祈福的“纳达”——用白牦牛尾编织的耳标，

同时进行体质监测和防疫登记。“过去系‘纳

达’是一种祈福活动，如今加上科学养殖，游牧

传统有了新内涵。”巴干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负责人罗松更尕说。

在曲麻莱县，文明评选活动让榜样力量触

手可及。当地充分发挥文化礼堂的文明实践主

阵地作用，通过开设道德讲堂，邀请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讲述真实事迹，以鲜活案例传递向善

力量，重点推进“最美曲麻莱人”“源头奋进集

体”等典型评选表彰及后续关怀工作，同时推

动志愿服务团队与少年宫辅导员队伍实现资

源共享与深度合作。

立足文化传承，曲麻莱县聚力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加强“牧家书屋”建

设的同时，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举办传统节日

庆典以及民间艺术展演，实现“月月有活动、季

季有展演”，在守正创新中筑牢精神家园。

“祖辈教我们敬畏自然，新时代教我们守

望相助。”在道德讲堂上，牧民才日的发言引发

共鸣，“这就是最好的乡风。”

当家庭档案里的积分化作乡村振兴的动

力，当志愿者的足迹遍布江河之源，当岩画中

的古老智慧遇见现代文明之光，这片土地正以

最质朴的方式诠释——文明乡风，既是守望相

助的温情，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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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州曲麻莱县
融媒体中心提供

● 40块农耕田中，37块面向居民开放认

领，要求认领人签订“尚善共享菜园绿色公

约”，承诺采用有机种植

● 3块“党员先锋田”由社区党员轮值管

护，产出定向捐赠给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既

满足了居民农耕的需求，又将基层党建与民生

服务有机融合

●“共享菜园”重塑了社区人际关系，热

线投诉量大幅下降，邻里纠纷调解成功率提升

至98%

在徐州经开区金龙湖街道上山社区东侧，

一片曾令居民掩鼻疾走的卫生死角，如今化身

为充满生机的“尚善共享菜园”。这片面积达

3000平方米的区域，被整齐划分出40块农耕

田。青翠的蔬菜与绽放的鲜花交相辉映，居民

们弯腰耕作的身影与孩童们追逐嬉戏的笑声，

勾勒出一幅现代都市里的田园牧歌图景。

“以前这里属于社区环境治理的老大难，

现在倒成了大伙儿茶余饭后的好去处。”在15

号地块侍弄菜苗的居民王素芬感慨道。作为社

区首批认领户，她见证了这片土地的蜕变历

程。据上山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黎明介绍，由于

该地块与社区之间存在铁路阻隔，逐渐沦为建

筑垃圾堆放场和卫生死角，虽经多次整治，却

始终陷入“治理—反弹—再治理”的怪圈。

今年年初，上山社区党支部通过“网格议

事会”收集到127条居民建议，其中83%的诉

求聚焦于该地块改造。经过3轮民主协商，最

终确立了“共享菜园”的改造方案。在历时一个

月的土地平整、管网铺设和功能区划分等改造

后，一个城市绿洲初具雏形。

步入“尚善共享菜园”，喷灌水管都接到了

田间地头，工具房里整齐摆放着锄头、铁锹等

十余种农具。仿古凉亭下，几位老人正在交流

种植经验。在这片被精心规划的空间里，处处

体现着精细化治理的巧思。

“我们采取承包制，所有居民都可以申请

自己心仪的地块，也可以组队合作，激发自治

活力。”王黎明介绍说，40块农耕田中，37块面

向居民开放认领，要求认领人签订“尚善共享

菜园绿色公约”，承诺采用有机种植；3块“党

员先锋田”由社区党员轮值管护，产出定向捐

赠给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这种设计既满足了

居民农耕的需求，又将基层党建与民生服务有

机融合。

正在种植番茄的党员志愿者王运仓算了

一笔账：“先锋田每季能产出300多斤蔬菜，加

上居民自愿捐赠的，基本能满足社区15户困

难家庭的日常需求。”

“尚善共享菜园”的诞生，不仅改变了土地

面貌，更重塑了社区人际关系。在每周六的“农

耕课堂”上，种菜能手胡雷雷成了最受欢迎的讲

师；青年党员朱继济牵头组建了“上山都市农

夫”微信群，成员们实时分享种植心得；在“一米

菜园”实践中，孩子们认识了20余种农作物。

“共享菜园”是上山社区治理的“培养基”。

过去很少来往的邻居，如今因种菜成了朋友。

“现在大伙儿见面，聊的都是‘你家苗壮不壮’

‘要不要换点种子’，连楼道里乱扔垃圾的都少

了。”居民们纷纷为“共享菜园”点赞。据统计，

自“共享菜园”开放以来，社区12345热线投诉

量大幅下降，邻里纠纷调解成功率提升至98%。

下一步，上山社区将依托“尚善共享菜园”

延伸出更多可能，比如开设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打造时令蔬菜爱心集市等，并总结推广“尚

善模式”，让更多闲置土地转化为社区治理的

活力源泉。

本报讯（莫贯 李玮 曾海峰 谭浩）7月21日，四

川省攀枝花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推进会。会上宣读

了关于表扬攀枝花市城市文明建设有重大贡献集

体、表现突出集体和个人的通报。东区区委、市城管

执法局、西区河门口街道苏铁社区、宋艳华餐馆、市

民代表包枢凡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在建市60周年之际荣膺第七届全国

文明城市称号，既是城市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接续奋

斗的新起点，全市要以归零的心态、拼搏的状态，重

整行装再出发、深化建设不停步。

会议强调，要用好文明城市创建中的优秀经验

和有效举措，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向常态化、长

效化、制度化转变。同时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坚持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一体推进，把城

市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城市有机更

新、基层治理创新融合起来，持续形成城市文明建

设全面提升、全域治理、全程管理、全民参与的生动

局面。

四川攀枝花市：以“归零”心态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湖北襄阳市
万名志愿者共筑汉江“防溺墙”

本报讯（孙修廷 余子威 邓菊红 刘静）

入夏以来，汉江防溺水工作迎来关键期。湖

北省襄阳市委社会工作部广泛发动志愿力

量，上万名市民积极响应，化身“汉江守护

者”，共同吹响防溺水“安全哨”，在汉江畔筑

起坚实的生命防线。

“汉江水深危险，切莫贪凉戏水！”无人

机在空中巡护，劝诫声不绝于耳。每天傍晚，

襄阳市蓝天救援队准时出现在汉江边，开展

义务巡逻。他们还创新方式，到海洋馆开展

防溺水安全教育培训，让孩子们掌握应急知

识、提升自救能力。

从2002年开始，每年6月5日至9月5

日，襄阳市汉江义务救援队都会开启一场守

护生命的“夏季战役”。他们在汉江襄阳城区

游泳密集区设立6个救护点，配备12艘船，

每天安排25名队员巡逻值守。20余年来，他

们已经成功救起1800余名溺水者。

众人拾柴火焰高，据介绍，7月以来，襄

阳各地已经组织上万名志愿者，通过入户宣

传、水面巡逻、安全教育等方式，开展防溺水

志愿服务，一纸传单、一声叮咛、一节安全课

筑起无形的生命防线，守护市民平安。

福建泉州市泉港区
为困境女孩打造温馨成长空间

本报讯（林弘梫）为进一步改善困难家

庭女孩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帮扶她们顺利成

长成才，近日，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团委启

动了“筑梦小屋”——“我为青少年办实事”

项目，首批摸排20户符合条件的对象，帮助

她们打造舒适、独立的学习成长空间。

据了解，该项目是针对泉港区6—16周

岁无独立居住空间困难家庭女孩（包括散居

孤儿、事实孤儿、家庭经济困难、重点青少年

等群体）开展的公益项目，改造方式是以其

原有住房为依托，以“三面改造、六物到位”

即“立面、地面、顶面改造，床（含床上用品）、

书桌（椅）、书架、衣柜、台灯、窗帘到位”为标

准，为其打造独立空间。

“筑梦小屋”建成后，当地还将配套爱心

志愿者结对开展跟踪陪伴，帮助受助对象解

决成长和学习中的困难，促进良好习惯养成，

实现从“小屋焕新”到“精神焕彩”的转变。

广西南宁市
构建全龄、全时美育服务体系

本报讯（巫美桥红 黄婷）近日，2025年

南宁市“幸福嘹嘹啰”全民美育春季公益培

训班成果汇演在广西南宁市群众艺术馆举

行。31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场，千余名学员以

器乐、声乐、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市民

献上一场视听盛宴，生动展现南宁群众文化

建设的丰硕成果。

演出现场，古琴班学员一曲《水烟溪

桥》，水墨意境跃然眼前；葫芦丝班学员改

编的《青花瓷》以民族乐器演绎现代经典，

赢得满堂喝彩；声乐板块中，南宁市老干部

合唱团以铿锵之声演绎《南湖的船，党的摇

篮》，外来务工人员则以《小路》唱响奋斗者

心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东盟舞蹈班带来的

《美丽侨乡》，学员们以翩跹舞姿联结起中

国与东南亚的文化纽带。

据统计，今年南宁市全民美育春季公益

培训共开设34个项目84个班级，吸引2100

人次参与，学员年龄跨越6岁至75岁年龄

段。其中手机摄影、非遗剪纸等“爆款”课程

名额常常“秒光”，折射出市民对“传统技

艺+现代技能”的复合需求。目前，通过“邕

城市民艺术夜校”“邕城百姓讲堂”等创新

形式，南宁已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全时段

的美育服务体系。

“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青海省玉树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巡礼

警景相随
守平安

盛夏的康乐草原一步一景，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

光打卡。7月以来，游客接待量迎

来“井喷”式增长，甘肃省张掖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公安局量身

定制“守护+服务”的旅游警务机

制，全力提升游客安全感和满意

度。图为 7 月 22 日，该局康乐派

出所联合甘肃省森林公安局祁

连山分局康乐派出所在景区开

展巡逻防控。 李志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