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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从来不语，却记录了发
展，见证了变化。回望鲁甸县水
磨镇近年来的发展，干部思想、人
居环境、产业发展、干群关系都发
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圈可
点、可喜可贺，也让水磨镇呈现出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干部从群众“找上门”到服务
“送上门”

“以前过年，集镇道路堵得让
人心慌；现在过年，在集镇路口随
处 可 见 穿 着 制

服的民警在那里执勤疏通，道路
秩序和安全得到了很大保障，从
家到集镇的路变得更平坦通畅
了，感谢一路守护我们平安的水
磨干部。”

“以前，哪家有大事小事都要
跑到村上镇上去问；如今，每个村
民小组都有一个微信群，各项惠
民政策宣传更接地气了，有问题
还可以随时在群里问，比以前方
便多了，感谢一路为我们答疑解
惑的水磨干部。”

“以前是我们去村上镇上办
事比较多，现在是干部主动来了
解村情民情。”

时间在变，发展在变，人的思
想也在变。在点点滴滴的变化
中，可以看到水磨干部思想实现
了从群众“找上门”到服务“送上
门”的转变，群众思想实现了“干
部体谅我”到“我体谅干部”的转
变。这些转变，让我们看到水磨
各项工作正在不断地向利好方向
发展，相信水磨的明天会越来越
好，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人居环境从“被动参与”到
“主动作为”

走进水磨镇新棚村白房子示
范点，路面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绿
树成荫，房前屋后井然有序，广场
上随处可见嬉戏的孩童，处处焕
发新颜，一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画卷在水磨大地徐徐展开。每一
个曾到过白房子的人，如今再走
进这里，都会感叹人居环境改变
之大。

“以前，村子里牛粪、羊粪、鸡
粪随处可见，干部来让我们打扫
环境卫生的时候，我们积极性并
不高；现在，路修好了，环境卫生
也变好了，大家的环保意识也增
强了，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变高
了。”

“以前都是镇村干部带着我
们干，现在环境卫生变好了，看着
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哪里脏
了，我们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会主动打扫干净。”从白房子群众
的口中，我们了解到群众在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中实现了从“被动
参与”到“主动作为”的转变。小
小的思想转变，酝酿着大大的环
境质变，从以前的干部带着群众
干到现在的群众主动参与干，被
动变主动跑出了人居环境整治

“加速度”，水磨人居环境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居环境实现
了旧貌换新颜。

产业发展从“单一化”到“多
元化”融合发展

“以前有人问我，水磨有什么
特色产业，除了洋芋、荞麦，我想
不出其他的；现在如果你问我，水
磨有什么特色产业，我脑海里会
浮现出马铃薯、高原冷凉蔬菜、独
蒜兰、党参、万寿菊、烤烟、白芨、
重楼等，当然还有轿顶山的旅游
产业。”返乡干部谈起水磨产业变
化时滔滔不绝。

云南省轿顶山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自轿顶山旅游
景区投入运营

以来，成功举办了“山风音乐节”、
苗族“花山节”，共接待游客 8.52
万余人次，创收 463.78 万元。昭
通首个户外“冰雪世界游乐园”
也在景区落地，2023 年 12 月景区
被拟认定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未来的发展大有可为 ，令人期
待。

“我们平时外出务工，家里的
地撂荒无人耕种，现在搞新能源
光伏电站项目，我们的土地可以
流转了收租金，给我们增加了一
笔收入，腰包更鼓了。感谢党和
政府时刻关心我们老百姓的安危
冷暖。”一位群众代表谈收入变化
时这样说道。

据了解，水磨镇党委、政府紧
扣产业强镇目标，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布局，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挖
掘产业发展潜能，按照“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发展思
路，轿顶山景区农文旅融合发展
初见成效，产业发展实现了从单
一化到多元化融合发展的转变，
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良好局面。产业结构布局的不断
优化和提质升级，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干群关系从“我为群众”到
“群众为我”

“以前镇村干部到村里宣传
政策都是照着文件念。现在开群
众会，干部都学会了将文件话，转
变为家常话，在政策宣传中更入
乡随俗了，让我们听得懂，理解得
了。他们这么真心实意地为我们
付出，我们也很心疼他们。”党员
干部在政策声音传递中以初心换
民心，以真情换真心，干群关系在
沟通交流中得到了较大改善。

“以前我们向村上镇上跑得
多 ；现 在 是 镇 村 干 部 向 下 跑 得
多，月月都会有干部来走访，家
里种几亩地、喂多少牲口、在哪
里打工、娃儿读几年级等家事都
要细细问我们，比自家人还关心
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

“以前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要
自己走着去村上交或者让娃儿帮
我们交；现在随时都有村干部上
门帮我们交，外出务工不会交的
也可以打钱回来给村干部帮忙
交，真的太方便了。”党员干部深
入基层一线，变群众“上访”为党
员干部“下访”，真正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实现了便民服务“靠
前一步”，干群关系“更进一步”。

在不断沟通、交流、服务、磨
合中，党员干部学会了站在“群众
视角”用“群众方法”解决“群众问
题”，干部对群众多一分关心和真
情，群众对干部多一分理解和体
谅，水磨干群关系不断趋于融洽、
和谐、稳定、友爱，实现了从“我为
群众”到“群众为我”的转变。全
镇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
绳，奏响了干事创业的最强音，形
成了团结干事的最强力量。

近年来，永善县伍寨彝族苗族
乡探索乡风文明建设的新载体，完
善“一约四会”机制，着力推进民
主议事，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走深走实，加快宜居宜业和美村庄
建设，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村规民约，“约”出彝寨新面貌
村规民约凝聚着村民的共

同价值观，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
式，是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一
剂良方”。

冬日清晨，阳光照进大树村
庄，院坝里暖暖的。伍寨社区党
总支书记吴家军领着笔者走进大
树寨子议事室，各式各样的彝族
服饰、器具等整齐陈列，古老的三
色文化传承着彝族的传统文化，朝
气蓬勃的大树彝寨是伍寨乡推动
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实践。

朝着山脚一块块铺满青石板
的廊道向山上走，爬过 1314 步石
梯就到了山顶休息亭，湛蓝的天
穹下，一幅和美彝乡风光的水墨
画卷映入眼帘。

吴家军说，大树寨村民自觉
性的提高，离不开村规民约的约
束，是乡村两级多年共同努力的
结果。大树彝寨能成为全乡示范
点，社区委员、副主任付敏没有少
操心。

“社区工作者想要让老百姓
信服，首先是看自己为老百姓
做了什么。”打开话匣子，付敏
侃侃道来。

2020 年 3 月，付敏从四川攀
枝花回到伍寨社区，由于家里无
人带娃，她想不如就近找一份既
能陪伴老人又可以照顾小孩的工
作，参加社区换届竞选的想法得
到丈夫及家人的全力支持。社区
换届后付敏被选举为社区委员，
成为伍寨社区领导班子里的“新
鲜血液”之一。

付敏出生在伍寨社区吴寨村
民小组，与大树村民小组只隔一
里地。多年来，“脏乱差”基本是
大树小组的代名词，大树的包片
工作是大家很头疼的事，付敏硬
着头皮顶了上去。

“第一次召开群众会，只有我
认得的 4名亲戚到场，喊破嗓子，
村民都不愿意来开会。”大树村民
小组居住着 69 户 368 人，其中 55
户 320 人是彝族，到底是什么原
因让大家不来开会呢？付敏一边
思考一边上门倾听群众心声寻找
答案。

走访得知，群众对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工作意见很大，有的群
众想“吃大锅饭”。找到症结后，

付敏在制定村规民约时，就把“低
保评给谁”摆上议事日程。

“有病的、上学困难的会上当
场讲，大家公开评，把问题摊在面
上来，当面锣、对面鼓，不过后
议、背地说，邻里就是一家人。”

“人不齐不开会，户间道哪家
没有扫，次日大家一起清扫。”群
众即使不能到场也会提前请个
假，有事不能打扫的也会请邻居
代扫，随着群众卫生意识的增强，
大家自觉抵制“脏乱差”，村规民
约“约”出了“洁、净、美”的彝家
寨子新面貌。

搭建“四会”，涵养时代新风尚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

部。80 岁的吴大爷，院坝不打
扫，衣服换洗得也不勤，要改变他
的生活习惯，谈何容易。付敏只
得上门帮助打扫，但不是一天两
天，而是长期如此。两个月坚持
下来，老人心服口服，只要看见付
敏上门，自己就拿扫帚打扫卫生
去了。

2022 年，大树村民小组的马
前芬患白血病在昆明看病欠下 8
万多元的医疗费用，丈夫吴官前
一个人带着孩子的日子实在过得
艰难。

为了给马前芬看病，吴官前
东拼西凑，马前芬回村治疗后又
向大家借了不少钱，付敏在群众
会上将吴官前家的困难提了出
来，大家表决同意将吴官前家 4
口人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并
帮助申请了临时困难生活救助。

“吴官成患有间歇性精神疾
病、无劳动力，李怀国家有 3 个
学生、1 个残疾人……”经过分
析，将长期好吃懒做的罗某某 2
人退出最低生活保障。

“大事小事透明，公事私事分
开，大家的事集体说了算，集体的
事大家一起干。”付敏的韧劲和新
一届社区领导班子务实的作风，
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底。渐渐
地，群众转变观念，伍寨社区以大
树村民小组为样板，各项工作走
在前列，村规民约、民主议事会、
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法治故
事会“一约四会”乡风文明机制在
全乡推广。

之前在伍寨社区，每逢红白
喜事，家家户户都爱办酒宴，一来
二往，增加了不少家庭的经济负
担。2023 年，伍寨乡在各村建立
红白理事会，修订实施细则，实行
报备制度，控制菜品样数、礼金标
准，扭转丧事厚葬、铺张浪费的陋
习，刹住婚嫁攀比之风。

“现在村里哪家有大小事，都

会事先向红白理事会报备。”哪家
办事，社区干部、红白理事会的工
作人员就用广播宣传政策。厚养
为德，薄葬亦孝。伍寨乡在各村
组广泛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宣传，
建设主题文化广场，打造移风易
俗文化墙，设立“好人榜”“善行
义举榜”，定期评选“好婆婆”“好
媳妇”等。

举行孝老爱亲典型评比，组
织开展关爱留守老人、儿童志愿
服务活动，依托宣传栏、农家书
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
推陈出新，把移风易俗融入群众
生产生活，涵育新时代优良民风。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酒席不
铺张、礼金不攀比……在伍寨社
区党总支书记吴家军看来，和美
村庄的建设不仅仅是村容村貌的
改变，更多的是民风民俗的变化。

“以前社区里哪家有红白喜
事，摆上几桌是很常见的。现在
好了，‘一约四会’作用发挥后，
铺张浪费的少了，文明勤俭节约
的多了起来。”吴家军说。

普法强基，构建平安和谐新环境
2023 年 4 月，就中寨村上寨

村民小组与石板沟村民小组集体
之间 100 亩的土地矛盾纠纷问
题，伍寨乡党委政府组织 3 次调
解后双方仍然不满意，一直僵持
不下。

针对这一纠纷，伍寨乡党委
政府邀请县自然资源、林草、农业
农村等部门和莲峰镇法庭组成联
合调解队伍，县级挂钩领导面对
面接访做思想工作，对矛盾焦点
进行沟通、疏导、劝诫，提出合理
建议、调和意见，经过多轮调解，
双方作出让步，达成和解协议。

2023 年，伍寨乡通过“一约
四会”开展群众工作 582 次，监
管红白喜事办理 101 场，为老百
姓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127 个，评
出身边“好人好事”83 人，化解
矛盾纠纷 106 件，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高。

伍寨乡通过“一约四会”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推动成风化人，村
民的主人翁意识大大增强，大家
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群众从
不听到支持，一件件民生实事推动
了老百姓转变观念，主动参与家乡
建设，实现了从法治、德治到自治
有机融合的“善治乡村”蝶变。

一条条乡村道路干净整洁，
一个个农家小院别致温馨，一面
面民族文化墙引人驻足……如今
的伍寨，处处呈现着“善治乡村”
的新气象，体现着“善美永善”的
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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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寨：文明新风扑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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