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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新格局，举国上下齐欢呼。制定

规划有内涵，内容概括十四五。思想清晰点子

高，群众点赞都说好……”日前，在宁波市奉化区

民主社区的小公园里，“中国好人”“浙江省十大

杰出义工”何美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宣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内容。今年，奉化区发

挥先进人物示范引领作用，整合理论宣传、文艺

演出、志愿服务等各类资源、平台载体，线上线下

结合，形成一条条“金色专线”，让新时代乡村文

明实践“活起来”“乐起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

“奉邑学堂”走乡间，“小喇叭”传播大道

理。政策、理论宣讲“线上即时学、线下集中

讲”。线上依托掌上奉化“文明实践在奉城”云

平台，开设学习专栏，每日金句与学习强国同步

更新。线下邀请“乡音宣讲团”每月固定下村社

开展理论宣讲，运用情景剧、奉化走书、微型党

课等方式，用乡音方言结合身边事例进行讲解，

让老百姓看得明、听得懂、易接受。整合乡土文

艺，全区200多支“小喇叭”宣讲队，依托文化礼

堂、讲习廊亭、健身小广场、社区小公园等阵地，

把宣讲课堂搬到古树下、田埂旁等人气集聚地，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了解十九大、新时代文明

实践、战疫情等内容。

先进典型促引领，传统文化“浸润”万家。“多

一人掌握技能就多一线生的希望。”区红十字博

爱志愿者团队队长缪亚春每个月都到各村文化

礼堂巡讲，悉心传授急救技术，传播公益力量。

奉化区组织道德典型、最美志愿者等定期入村进

社，开展普法教育、垃圾分类宣讲等文明实践活

动。今年还组织全区各级劳模工匠、劳动者代表

以“线上直播+线下走基层”的模式，开设“传嘱

托”匠心课堂。由230名“非遗”传承人和文艺骨

干组成的区农村文化礼堂专家指导团，把“非

遗”、文艺表演和理论宣讲带进全区300多座乡村

文化礼堂。组建全民艺术普及社会联盟，推广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培养“草根”文艺

明星，全区300余支农村文艺团队成为传播乡村

文明新风尚的“生力军”。

截至目前，“奉邑学堂”走乡间举办各类演出

200多场，“小喇叭”宣讲队的受众有30余万人

次，劳模匠心课堂受益者逾11万人次，每年开展

文化惠民活动1.1万余场，推动文明实践入脑入

心。今年9月，奉化区启动第二届礼堂文化节，五

大类专项活动时间跨度7个月，参与者预计近40

万人次。 郑连乔

齐心共建“幸福村”

如今的山前村是个花园式的“幸福村”。在

此之前，山前村却是个集体经济较弱，逢雨必涝

的“水窟塘”，村民生活苦不堪言。

2008年，山前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

恰逢黄岩区启动农房改造项目，出台了一系列惠

民政策。彼时的山前村，因用地规划等历史遗留

问题，已有20多年没建过新房，村“两委”班子想

借这个契机，解决村民住房问题并改善村容村

貌。

“那时候的山前村祖孙三代住一个房子很普

遍，有些甚至祖孙四代住一个。虽然村民都想建

新房，但和周边村子比起来，每个村民手上只有4

分田，因此对土地特别看重，征地工作也特别困

难。”张胜荣说。

为了获得村民的支持，山前村独创了党员联

系户制度，通过一个党员联系5—7户村民，开展

征地工作。

干部带头，党员齐心，山前村提早完成了征

地签约工作。但村民房屋改造的迫切需求与农

房改造项目启动资金的矛盾，成了村“两委”亟需

解决的问题。

对此，村“两委”成员聚在老破的村委会办公

室里，商量了许久，最后一致同意由当时的老书

记张岩荣和张胜荣两个人作担保，村里20多名党

员以个人名义贷款，总共贷了650多万元，用于农

房改造。

自此之后，山前村的发展迈入“快车道”。

2009年，山前村建成了第一批小康型住宅；2012

年，山前村抓住契机，引进多家汽车4S店，通过农

贸市场、物流基地、汽车4S店三驾增收“马车”带

动村庄发展。

如今，山前村一举摘掉“穷村”的帽子，摇身

一变成为年收入达790万元的“富村”，村民每年

年底可享受分红，老人按年纪不同发放养老金，

真正实现“幼有所教，老有所养”。

文化点亮山前村

“神圣的土屿府，我们在山前住，祖辈的岁月

呼唤，喜看今天的变迁。啊，山前啊山前，我们的

家园，这里是贤杰辈出，江河之水后浪推……”这

首《山前之歌》由山前村村民张普法作词作曲。

“在村党员干部带头下，现在山前人吃穿不

愁、生活无忧，而且乡风文明、邻里和谐，正是这

种幸福感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张普法说。

村民生活富裕了，文化生活也要跟上。2015

年初，山前村文化礼堂正式建成投用。这个建筑

面积800多平方米、室外活动场地2000多平方米

的文化礼堂，让小山村实现了自己的文化梦，村

民们的娱乐生活也丰富了起来。

“我们村里人的生活，让城里人都羡慕呢！

大家都喜欢来这里跳舞、打太极、看大戏。”村民

王晨红说，她每天都要到文化礼堂跳舞，不仅能

打发时间，身体也更好了。

“村文化礼堂建成前，不少村民因没地方玩，

有时就在家里打打麻将，上小店喝喝酒，南城执

勤民警每月三四次‘光顾’本村。眼下，文化礼堂

成为村民的好去处，村民间的矛盾也少了。”张胜

荣说。

每到夜幕降临，山前村文化礼堂内热闹不已，

许多村民在此打球、跳舞、练书法；不远处的人口文

化广场上，村民三五成群，或坐在长廊里读书看报，

或沿着湖岸散步聊家常，和谐安乐……

如今的山前，来参观考察的人一拨接着一

拨。“我们相信在村干部带领下，日子会过得越来

越幸福。”村民张文森说。 沈海珠

黄岩山前村黄岩山前村：：
共建共建““幸福村幸福村””，，谱写谱写““幸福歌幸福歌””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占地67亩的山前小微园区，预计今年底全面结顶。”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山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

胜荣说，该园区建成后，村集体年收入有望突破3700万元。

从一个破败落后的小村庄到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从最早的年收入20多万元到如今的790万元，再到小微园区建成后有望达到的

3700多万元，山前村的党员干部带领村民，谱写了一曲发展的“幸福之歌”。

山前村一角山前村一角。。

奉化：“金色专线”力促乡村文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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