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建德市更楼街道骆村村，大片的荷花在碧绿荷叶映衬下次第开放，吸引了众多村民与游客前来赏花，拍照打卡。近

年来，更楼街道因村制宜，发展“一村一景”特色产业，同时建起绿道、休闲公园、绿色长廊等新景点，带动农民致富，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 宁文武 摄

一村一景一村一景 ““荷荷””美乡村美乡村

创新搭建平台，促进干群互动

去年5月，紫溪村联合第三方运营

公司，开设“红韵紫溪”微信公众号，既

链接了浙江未来乡村平台，又开发了

“红韵紫溪”程序。通过该平台，大到村

里事务决策，小到邻里矛盾纠纷，都能

得到及时处置。

村民邵进军是最早享受到数字化

便利的人。公众号上线之初，他就把自

己想将住宅转移安置的情况进行了上

报。村干部在后台获取信息后，便联系

了邵进军，因其原住址位于邵飘萍御史

厅前方，详细了解情况后，村庄支持邵

进军自行选址更换宅基地，并给予部分

补贴。

通过“红韵紫溪”微信公众号，紫溪

村已有效处理邻里纠纷、垃圾分类、环

境污染等问题130余个，平均用时从以

往的 5 个工作日缩短到 3 个小时，大大

提高了村干部的服务效率。

该数字化平台也推动完善了紫溪

村的电子政务和移动政务服务。“红韵

紫溪”程序内“三务公开”栏实时更新，

将村委会决策的每一件大事都在第一

时间发送到每一位村民的手机里。紫

溪村通过“网络+”机制实现了信息共

享，让农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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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红韵紫溪”微信公众号，点击

“云游紫溪”，跟随镜头即可走进邵飘

萍故居陈列馆，家风传承、飘萍岁月、

京报馆，邵飘萍的一生在这里清晰可

见。

紫溪村名贤荟萃，人文底蕴深厚。

村内古建筑集聚，历史遗存丰富，现存

7个文保点。

为促进乡村文物保护的传承和创

新，紫溪村实行文保点数字保护和展示

工程，全天候关注文保点状态，并利用

网络直播功能，展示文保点的历史和建

造工艺，为家乡文旅做宣传。同时，紫

溪村立足飘萍文化，修建飘萍故居，挖

掘红色文化资源，并利用数字化手段保

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持续推动紫溪文化

休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如何以数字化路径铺就未来乡村

发展之路，是紫溪村正在思考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在文旅产业上做足文

章，补上农村经济发展短板，让农民在

乡村数字建设中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紫溪村党支部书记邵立

宏说。 卢师慧 王燕倩

消除数字鸿沟，文旅融合发展

近日，“瓯江红”泰顺县筱村镇玉溪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组织了一次“丝缕献爱心”义剪活动。在活

动现场，理发师细致地为老人们修剪头发，赢得了

一片好评。

近年来，泰顺县筱村镇以“共享社·幸福里”建

设为引领，针对农村地区的特殊条件，不仅创造性

地推出了“邻里食堂2.0版”，便于村民用餐，而且通

过一系列延伸服务，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有滋有味。

走进筱村镇玉溪社区的“邻里食堂”，整洁的环

境、温馨的布置让人眼前一亮。这里采用村级自

营模式，食堂区域宽敞明亮，可以同时容纳30人用

餐。二楼的功能区设施齐全，有多功能室、棋牌室、

理发室、按摩室等，为居民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休

闲娱乐、生活服务的好去处。

玉溪社区党支部书记吴海阳表示，社区在运营

“邻里食堂”时，特别注重满足老年人的多层次需

求。除了提供可口的饭菜外，还结合文化娱乐和公

共服务，让老年人在享受美食之余，也能感受到精

神上的关怀和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玉溪社区的“邻里食堂”还结合

传统节日，开展了一系列暖心服务。比如，在春节

前夕，开展送温暖活动，为困难老人送去慰问品和

节日的祝福；重阳节时，志愿者为老人们举办集体

生日会，送上温馨的祝福和精美的礼物。

筱村镇以“邻里食堂”为核心，配套建设“8+x”

功能服务阵地的模式，提升了社区的服务水平，增

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传承了尊老爱老、

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 周汉祥 罗建杭

“邻里食堂”暖胃又暖心

青山环抱，枕湖而居。走进慈溪市观海卫镇白

洋村，绿树成荫的村庄古朴整洁，白墙黛瓦的农居

错落有致，内涵丰富的文化墙引人注目……近年

来，白洋村充分发挥村民议事、道德评议、禁赌禁

毒、红白理事“四会”作用，制定了《白洋村村规民

约》，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村民和谐四字口诀”，让

村规民约入人心、接地气，“约”出了一幅乡风文明

的新画卷。

将垃圾分类写入村规民约，并建设再生资源利

用站，设立“垃圾分类红黑榜”，督促村民自觉践行

生活垃圾分类，这是白洋村关于村规民约的创新实

践。“自从将垃圾分类纳入村规民约后，大家都会自

觉将垃圾分类投放，村里的整体环境有了很大提

升。”村民宓亚青说。白洋村还积极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引导村民参与村庄

环境整治，形成共建共享治理新格局，让村庄增“颜

值”、提“气质”、升“品质”，先后被评为宁波市绿色

村庄、宁波市卫生村、慈溪市环境整治示范村等。

在村民办酒席的惠民楼里，张贴着“倡导性就

餐菜谱”和“文明节俭操办红白事操作流程”，通过

红白理事会的监督和管理，有效减少了铺张浪费，

破除了相互攀比的陋习。白洋村将崇尚勤俭节约、

红白喜事从简、邻里互帮互助、弘扬优良家风等精

神文明建设内容写入村规民约，鼓励村民自觉遵

守。“村规民约制定后，村里红白喜事也不大操大办

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白洋村党支部书记洪佰林

说。

如今，漫步白洋村，看不到乱晾晒和乱堆乱放

等现象，目之所及的是溪水潺潺流过村庄，房前屋

后鲜花绽放，这是将“庭院美化”写入村规民约的结

果。通过开展“门前三包”、垃圾源头分类、美丽庭

院示范线建设、文明小巷打造等，激发村民参与庭

院美化和村庄治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引导村民转

变思想观念，营造“家家户户齐上阵、全面参与共治

理”的浓厚氛围。“村规民约，‘约’出了基层治理的

内驱力，也‘约’出了乡风文明的美丽新画卷。”白洋村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发挥好村规民约在乡村治

理中的作用，引导村民积极推进移风易俗，让文明新

风吹遍乡村每个角落。 郑琳 徐吉 黄克纯

“乡村+数字化”“红韵紫溪”展新景
“村务怎么样，网上就能看。”在东阳市南市街道紫溪村，村民通过“红韵紫溪”微信公众号，在手机上点点就能

了解村务动态、政策信息。

紫溪村是一代报人邵飘萍的故乡，是远近闻名的红色研学基地，也是浙江省第三批未来乡村，村域面积约53

万平方米，现有农户667户，总人口1400多人。近年来，紫溪村利用数字化手段，持续推动乡村治理、乡村旅游

等，走出了“乡村＋数字化”发展的新路子。

在创建省级未来乡村过程中，紫溪

村格外注重“一老一小”场景中的数字

化建设。

“我有时候会去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自助体检，然后通过‘红韵紫溪’微信公

众号查看自己的体检报告。”今年74岁

的村民邵勿正说，自从村里创建未来乡

村以来，他学会了很多新技能。如今，

在紫溪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不

仅可以享受老年食堂带来的便利，还能

自助体检测血压、体重等。

值得一提的是，村里还为20多位高

龄、患病老人配备了智能手环，并接入

联通数字化平台，全方位提供健康监

测、一键报警等多项服务。智能手环能

实时检测佩戴者的生理指标，让不在老

人身边的子女能够实时了解老人的动

态。

紫溪村少儿活动中心是学生邵晴

天周末最爱去的地方。“那里不仅有很

多书可以自助阅读，看累了还能通过阅

读机搜索自己想看的书，使用听书模

式，实在太棒了。”邵晴天说。

不仅如此，为加强对社会治安、社

会服务以及重大活动的保障，紫溪村还

在村里重要道路、场所设置监控系统，

通过与数字化平台相结合的方式，对辖

区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测。村民可通

过大屏和手机查看全村实时监控画面，

进一步提高了管理效率。

架设数字连线，共享幸福生活

村规民约“约”出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