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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文明新风尚

□本报记者 沈璐兰

“千万工程”是一项经济发展的

战略举措，更是一次文明进步的生动

实践。多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新时代

“千万工程”，促进社会文明整体提

升，为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

崭新画卷添增了一抹亮眼的“浙江底

色”。

特
刊庆祝新中国成立 周年

谁家屋高、谁家院挤，“寸土必争”一直是

乡村治理中的难题。在诸暨市枫桥镇枫江

村，村“两委”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在

基层治理中的优势，用 3 年时间做通村民的

思想工作，大伙儿自愿退墙让路。“退墙让路

后，村里以砖色划分集体区域和农户区域的

界限，并建立相关档案。”枫江村党支部书记

陈江告诉记者，“公得利、私不亏”的治村理

念已经潜移默化“住”进了每个村民心中，在

大家的支持下，枫江村还打造了信誉银行、

小镇巧妇、村级治理三件宝等一批特色鲜明

的乡村治理品牌，并全面推广。为了让新时

代“枫桥经验”继续生根发芽，陈江表示：“会

牢牢抓住基层基础，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

范化解在基层。”

“我们借鉴枫源村‘三上三下三公开’村

级民主决策，在村级重大事项收集议题环节，

群众意见上，干部征求下；酝酿方案环节，初

步方案上，民主恳谈下；审议决策环节，党员

审议上，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表决下。”在枫

桥镇杜黄新村村口，记者见到了“明星”书记

王海军，他正向黑龙江省的一考察团介绍杜

黄新村“四治融合”的经验做法。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自治、法治、

德治早已成为枫桥镇每个村的治村“法宝”。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如今又增加了“智治”

这一新“法宝”。“我每天会收到很多信息，一

个不注意，重要信息就被淹没了。但现在无

论什么时候点进‘浙里兴村治社’，都能看到

工作任务，工作清单更加具体、明晰，便于我

们对照执行。”王海军告诉记者，自从用上“浙

里兴村治社”，他得以腾出精力抓好分内事。

该应用是绍兴市的创新做法，通过把村社和

网格一级纳入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体系中，

进一步规范镇街任务的派单流程，带动村级

重大事项有序推进。

在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王金法广播”几

十年如一日用乡音通过广播向全镇居民传递

党的声音，大伙亲切地称其为“上接中央、省、

市、区、镇的‘天线’，下接农民伯伯的‘地线’”；

象山县持续擦亮“村民说事”品牌，拓展“线上

说事”机制，让村民有事敞开说，遇事多商议，

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村级年均办件100余

万件次；云和县以“街乡共治”模式破解了进城

农民融入难题和山区老人留守困境，如今，当

地又加快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整合、社会管理精

准有效、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创新打造“街乡共

治”示范片区组团发展新模式……

多年来，我省坚持以“千万工程”为引领，

着力构建“四治融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涌现出

一批乡村治理“金名片”。

“你好小艾，纸箱是什么垃圾？”“你好，

纸箱是可回收垃圾。”日前，在义乌市苏溪

镇新乐村，一台AI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吸引

了村民的注意，大家纷纷在AI智能方言语

音助手教学下，学习垃圾分类。

“这款设备能识别废纸、果皮等181种

垃圾，村民只需简单说出垃圾名称，设备

就能让垃圾对号入桶。”苏溪镇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该设备的智能系统还能对村

民不规范的投放行为进行全天候实时记

录，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后台调取实时监控

和录像回放，发现、监督和警示不文明行

为，及时进行劝阻。

垃圾分类已成为城乡文明新风尚。记

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我省已明确农

村生活垃圾体系建设进度表，力争到2025

年基本形成“全程分类全覆盖、分类收运

全覆盖、回收网络全覆盖、资源利用全覆

盖、数字监管全覆盖”的格局，努力打造全

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先行区。

倡导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在

桐乡市洲泉镇，当地以“浙江有礼·风雅

桐行”县域文明新实践为牵引，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探索移风易俗长效机制和

有效模式，让“节俭促共富 文明润人

心”成为乡村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最亮

底色。

“我们原本计划给孩子办升学宴，后

来村里志愿者入户宣传，倡导大家‘移四

风、树六礼’，我们就改为参加村里集体升

学礼，孩子觉得挺有纪念意义。”桐乡市洲

泉镇石山头村村民顾师傅说。

“各村社在将移风易俗写进村规民约

的同时，又各自形成移风易俗公约。如南

庄村将宴席的菜量由原来的每桌28道减

为 22 道，食材成本平均下降 1000 元/桌；

屈家浜村出台《移风易俗十八项举措》，在

烟酒伴手礼、红白喜事等方面全方位推

进。”洲泉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镇还建立

起一套可监测、多维度、全覆盖的移风易

俗档案管理体系，一户一档，涵盖喜宴厅

费用清单、垃圾分类检查单、宴席菜单、移

风易俗承诺书等11项内容，并由专人担任

档案管理员，负责档案归纳、更新、评比，

确保移风易俗的长效管理。

前不久，2024“乡约浙里”农民篮球赛决

赛的首场比赛在诸暨市大唐街道杨家楼村文

体中心火热开赛——村级篮球馆内座无虚

席，村民们在现场为选手加油呐喊，欢呼声与

掌声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大家荷包鼓

了、生活好了，参与乡村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自

然更高了。只要大家有空，每次比赛都会去

当啦啦队、后勤队。”聊起球赛，杨家楼村党支

部书记杨均平愈发兴致高涨。他告诉记者，

村里建成文体中心后，不仅便利了村民打球，

还经常承办各类体育赛事，有效带动了村集

体增收。

“近年来，一项又一项‘村字号’赛事和乡

村体育文化活动凭借‘乡土气’迅速蹿红，为

农民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也成为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省农业农村厅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推动优秀农

耕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着力培育文明乡风，

展示新时代农民精神风貌，晒出乡村幸福生

活。

随着农民群众精神文化追求日益提升，

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乡村研学风潮。日前，

我国首座展示全国各省份重要非遗文化的陈

列馆——非遗里的中国陈列馆在湖州市南浔

区和孚镇荻港村开馆，里面珍藏了11个省份

81位非遗传承人的160多件非遗作品。杭州

市民杨女士慕名来到馆内参观，在体验完皮

影戏互动活动后，她饶有兴致地说：“无论是

之前在书中读皮影戏，还是线下观看皮影戏

表演，都没有这次互动来得强烈，感觉自己和

传统技艺离得更近了。”

在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建有纺梭主题

博物馆、竹艺博物馆等6个“村博”，且免费对

外开放。“乡村博物馆是大伙儿的精神家园，

每个博物馆都各有特色，既传承了乡土文化，

又展示了乡村新貌。我们将继续打造艺术村

落，为绿水青山增添人文色彩。”百丈镇党委

书记陈时忠告诉记者。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省共有813家乡

村博物馆，它们作为记录乡村文化、民俗风情

的重要载体，已成为人们探知、了解乡村的新

视角和新去处。

转变观念 树立新风

乡村赛事 活力满满

基层治理 共建共享

建德市莲花镇昴畈村樟树学堂建德市莲花镇昴畈村樟树学堂。。

象山县丹西街道仇家山村村干部象山县丹西街道仇家山村村干部

在在““村民说事室村民说事室””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听取村民意见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