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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盐津县滩头乡生基村，宛如被大
自然打翻了调色盘，绿意盎然的山林、蝉鸣
与阳光交织成一幅充满生机的乡村画卷。
村民赵文华端着簸箕，脚步匆匆地穿过青
石板路，簸箕里刚出锅的猪儿粑还冒着热
气。“今天的院坝会要讲移风易俗新规，可
不能迟到。”她的话语如清脆的鸟鸣，散落
在错落有致的庭院间。抬眼望去，远处的
文化广场上，二十几条凳子已整齐地围成
半圆，静静等待着村民们的到来。

这是滩头乡今年举办的第25场“院坝里
的政策课”。滩头乡曾面临诸多乡风民俗难
题。过去，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之风盛行，村
民们为了所谓的“面子”，不惜花费大量金钱
和精力，沉重的“人情债”让大家苦不堪言。
同时，部分村民还存在争当低保户的不良风
气，缺乏积极向上、自力更生的精神。

然而，近年来，滩头乡通过院坝议事、
典型引路、文化浸润“三剂良方”，让文明
乡风浸润人心，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院坝议事，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人

“过去半年吃酒席吃掉两头猪钱的日
子，总算到头了！”在生基村的院坝会上，
赵文华向乡邻们展示着手机里的记账本：
2024 年，她随礼 32 户，花费 6400 元，而今
年同期仅支出 2300 元。她的感慨引来了
一片赞同之声，村民李德富也掰着手指头
算起了账：“以前，孩子满月、母猪下崽都
要摆酒席；现在，村规约定只能办婚丧嫁
娶，光随礼支出就能省下好几千元。”

滩头乡的变革始于 3年前。彼时，全
乡年均操办酒席逾千场，人情支出占家庭

收入的30%以上。乡党委书记王小芹回忆
道：“陋习不改，振兴无望。”于是，乡里组
建了10多支“火塘宣讲队”，把移风易俗政
策宣讲到群众的“心坎上”。通过院坝议
事，村民们共同制定了村规民约，全乡酒
席数量当年锐减40%，文明新风就此“落地
生根”。

典型引路，树立文明乡风的标杆

在滩头村党群服务中心，一面崭新的
“文明积分榜”格外引人注目。每月15日，
村民们可用参与环境整治、调解矛盾纠纷
等文明行为积累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货架上，摆放着“15 积分”的苗绣围腰、“5
积分”的洗洁精……“上个月，我帮王奶奶
收了 3亩苞谷，攒了 20分呢。”村民张翠兰
抱着刚兑换的电饭锅，满脸笑意地说道。

村民吴秀莲用勤劳和智慧发展茶叶
种植，不仅自己摆脱了贫困，还带动周边
村民一起走上了致富之路。她积极参与
村里的公益活动，倡导文明新风，成为了
大家学习的榜样。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
多的村民摒弃了争当低保户的想法，纷纷
加入创业致富的行列，争当勤劳苦干的文
明户。这种“精神变物质”的转化机制，催
生了全乡247户文明家庭。

此外，滩头乡创新推出“文明储蓄所”
制度，将善行义举量化为可存储、可支取
的“道德资产”，激发了村民争当文明户的
内生动力。

文化浸润，为乡村注入文明的灵魂

当夕阳的余晖洒进苗寨，生基村的非

遗工坊里传来阵阵机杼声。56 岁的熊阿
姨脚踩传统缝纫机，将移风易俗的标语编
织进苗锦的纹样中：“节俭持家”化作菱形
图案，“孝老爱亲”转为蕨纹曲线。

滩头乡充分挖掘本地的苗族文化资
源，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每年的苗
族花山节已成为村民展示自我、传承民族
文化的重要平台，在这一天，苗族同胞们
身着绚丽的苗族服饰，跳起欢快的舞蹈，
唱起悠扬的山歌。此外，乡文化站还定期
举办各类文化讲座和培训活动，进一步提
升村民的文化素养。在文化的滋养下，村
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文明意识也不
断增强。

从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到“人情债”减
负70%，从争当低保户到争创文明户，滩头
乡的“文明蝶变”为盐津县基层治理提供
了生动注脚。文明乡风如一缕温暖的春
风，吹拂着每一个角落，让滩头乡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相信在“三剂良方”的
持续作用下，盐津县的乡村会变得更加美
丽、和谐、文明。

“三剂良方”催开文明花

盐津滩头乡焕发基层治理新活力
通讯员 黄成元 李洪兰 文/图

近年来，威信县长安镇长安社区水路
山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依托“三绑三帮”
机制，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全力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让曾经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的
小山村，蝶变为生态美、乡风淳的美丽新
村，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5月22日，我们走进水路山村民小组，
白水江畔的村落正焕发出蓬勃生机。错落
有致的农家小院前，乡村道路干净整洁；统
一修建的小花台，成了随处可见的“小菜
园”“小花园”和“小公园”；曾经的残垣断壁
已成为村民的议事广场，成为凝聚民心的
新地标。

水路山党支部作为水路山、环山、关
地、堰沟4个村民小组的治理枢纽，以24名
党员为支点，创新推行“党支部+党员+群
众”三级联动模式，织密基层治理网络。在
党支部的统筹推动下，水路山全域44户无
害化厕所改造和化粪池安装工程圆满完
成，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卫生条件；道路两
旁和农家庭院的小花台修建完成，为村庄
增添了灵动的色彩；垃圾收费机制和“门前
三包”制度的建立，让村民们自觉参与到村
庄环境的维护中，实现了村庄面貌的华丽
蝶变。

“我特意买了绣球、月季、红玫瑰、白玫
瑰等 10多种花卉来栽种。”村民周道尧望
着庭院里竞相绽放的鲜花，微笑着说，“闲
暇时，我会在小院里养养花，放松心情。”这
样的场景，正是水路山党支部发起的“环境
革命”带来的变化。如今，“推窗见绿、抬头
赏景、起步闻香”已成为村民的生活日常。

面对“干部干、群众看”的难题，水路山
党支部创新建立“三绑三帮”机制：党员干
部绑定基层党组织，帮助其规范开展组织
生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
示范引领作用；干部职工绑定村民发展议
事委员会，协助研究解决具体问题；人民调
解员绑定矛盾纠纷，帮助协商化解信访积
案。同时，通过“院坝会”，将环境整治纳入
村规民约，构建起“小事不出组、共建共治
共享”的治理新格局，让村民真正成为村庄

建设的主人。
“只有让村民们把家园建设好，乡村才

会更美好。”长安社区党总支书记骆金都表
示，未来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
展水稻产业，让村民的生活更有奔头。

从“脏乱差”到“洁净美”，水路山党支
部用“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以庭院“小
美”聚合乡村“大美”，走出了一条共建共治
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让这个小山村实
现了“环境美、日子甜”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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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阳光洒在金沙江上，粼粼波光
映照着巧家县蒙姑镇文笔社区鹅黄色的
移民安置楼。公园里，居民们晨练漫步；
帮扶车间内，缝纫机转动声此起彼伏；葡
萄基地里，农户们忙着采收……从“果韵
水乡古镇”到“全国文明村镇”，蒙姑镇以
党建为引领、以文化铸魂赋能、以民生为
本，绘就了一幅“文明润心、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蒙姑”源自彝语，意为“坚实险要，易
守难攻”。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曾
是明清京铜运输的要道，也是红军长征唯
一途经巧家的乡镇。移民搬迁后，文笔社
区建立了感恩教育基地，吸引了众多党员
干部、游客前来游览，让古老的历史文脉
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文笔社区党委书记皮明飞介绍道，每
逢“七一”建党节和主题党日活动，社区都
会组织党员、学生和居民参观感恩教育基
地，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社区93名党员
借助改造后的 7个党支部阵地，通过党员

“红黄绿”积分管理机制，依托智慧平台动
态记录组织生活的参与情况，督促落后党
员进步，推动社区治理。在普法强基行动
中，社区 506名党员包保 104个居民小组，
开展 35场法治宣讲活动，惠及 600余名群
众。此外，文笔社区还推行志愿服务积分
兑换制度，150 名志愿者组成 9 支专业队
伍，服务覆盖社区的各个领域。

蒙姑镇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通过在全镇设置20余处宣传标
语、30 余处公益广告，营造浓厚的文明氛
围。同时，常态化宣传先进典型，选树“文
明家庭户”1户，报道先进事迹 20余次，引

导广大群众见贤思齐。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蒙姑镇 8

个村（社区）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20余
次，举办理论宣讲等活动140余场，利用应
急广播宣传 240余次。同时，重视文物保
护工作，每月对 8 处文物点开展一次巡
查。在移风易俗方面，16支志愿服务队积
极行动，开展“抵制高价彩礼”活动4次，充
分发挥“红白理事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的
作用，将文明新风融入文艺节目演出，增
强群众文明意识。

蒙姑镇积极推动三产融合，绘就富民
强村的新篇章。投资 6.5亿元的新型材料
加工厂落地投产，为当地群众提供 100余
个岗位，工人人均月收入达 4000 元，为当
地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特色农业领域，蒙姑镇充分发挥光
热资源优势，推动7700亩烤烟种植稳健发
展，酸石榴、枇杷等特色水果也陆续投
产。巧家县九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员李进介绍道，公司种植的25亩夏宜玫瑰
和阳光玫瑰葡萄今年首次挂果，品质优
良，未来有望在全镇推广种植。此外，蒙
姑镇融合红色文化资源与自然生态资源，
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品牌，实现群
众“家门口”就业。在扶贫车间工作的李
飞说：“在‘家门口’工作，既能照顾怀孕的
妻子，收入也不错。”

立足区位和资源优势，蒙姑镇大力培
育乡村旅居产业，着力打造“果韵水乡 活
力蒙姑”品牌。民宿店主何以兴说：“搬迁
后变化太大了！闲置房改造成民宿后，生
意特别好，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政府考虑得太周到了，我们每天在
这里打牌娱乐，可以吹空调，逢年过节社
区还会包饺子给我们吃。”在社区老年活

动中心打牌的徐诗顺对现在的生活赞不
绝口。

蒙姑镇气候独特，被誉为西部“小三
亚”。通过开展 30 余次生态文明宣传活
动，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显著
增强了群众的环保意识。以开展“绿美三
年行动”为契机，蒙姑镇共种植芒果、侧
柏、石榴215000株，培育了10万株桃树、10
万株石榴树、10万株侧柏、10万株柳树和
10万株芒果苗。这些果树成活挂果后，不
仅能为山林披上绿装，还能为当地群众带
来经济收益。此外，蒙姑镇积极推进农房
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党员带头开展每月

“逢十”大扫除活动，实现生活垃圾收运全
覆盖，打造了一个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文笔社区的居民如今住上了别墅，社
区内卫生室、学校、公园等公共设施一应
俱全，通往县城的公交车已开通运营，出
行非常方便。

“我以前上学通常要走30多分钟的路
程，搬迁到文笔社区后，我走 3—5分钟就
可以到学校了。新的学校不仅设施设备
更加完善，课余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为我
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能

更好地学习和成长。”文笔小学学生刘光
星高兴地说。

蒙姑镇聚焦民生需求，发放1200余份
法治宣传资料，举办60余场线下宣传活动
以及 2 场专题讲座，提升群众法治素养。
全镇构建起115个网格、396个微网格的精
细化治理格局，网格员负责矛盾排查、纠
纷化解等工作。此外，蒙姑镇积极推进

“小小探头连万家”工程，促进平安建设。
文笔社区创新“智慧物业”管理体系，

将辖区划分为11个网格和联防单元，通过
210个公共探头与 300余个私人探头构建
起“三级安全体系”。此外，社区还对特殊
群体实施“红黄绿”风险分级管理。

“智慧平台的运用，实现了小网格、大
管理、大安全，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获得
感和满意度。”文笔社区基层治理专干杨
翊丞说。

从明清时期的铜运枢纽到白鹤滩移民
新镇，从红色遗址到“全国文明村镇”，蒙姑
镇借力发展，成为金沙江畔兼具历史底蕴
与发展活力的旅游胜地。红色基因融入发
展脉络，智慧治理守护家园安宁，蒙姑镇正
书写着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篇章。

巧家蒙姑镇——

文明滋养绘就新时代乡村振兴画卷
通讯员 谭昌国 张云萍 张 瑜 文/图

文明润心，古镇焕发新活力

产业兴旺，群众安居乐业

生态宜居，绘就美丽乡村画卷 治理有效，法治德治相得益彰

村民们参加院坝会。

蒙姑小学学生参观感恩教育基地。

水路山村庄一角。

果农采摘枇杷。 俯瞰蒙姑镇文笔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