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3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在北京召开，绥江县南岸村被授予“全
国文明村”称号。这块“金字招牌”的背后
究竟藏着哪些“文明密码”？近日，我们走
进南岸村，从村党总支书记钟德述的口中
探寻答案。

从绥江县城出发，驱车沿着金沙江畔
的公路向西行驶 15 分钟，我们便抵达了
目的地。走进村庄，干净整洁的村组道
路、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生机勃勃的农
业产业，无不展示着新时代美丽乡村的生
机和活力。

老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拉家常，
孩子们追着彩色气球开心地奔跑，几位大
叔围坐在凉亭里下象棋，一名阿姨正耐心
地教小孙女给多肉盆栽浇水，整个村庄如
同一幅安宁祥和的美丽画卷。

“同志，你找谁？”看到我们前来，正在
为民服务大厅工作的村委会副主任黎玲
玲热情地问道。“我们找钟德述书记，他在
村委会吗？”我们说明来意。

“他不在，你们稍等一下，我打个电
话问问。”“钟书记，你在哪儿？有人找你
……”挂断电话后，她指了指不远处的“半
边红”李现代农业示范园说道：“钟书记去

李子园了，正在查看早熟‘半边红’李的疏
果情况，我带你们过去吧。”

站在村庄外远眺，漫山遍野的李子园
生机盎然；走进果园近观，枝繁叶茂间硕
果累累。“我们全村有2800多亩‘半边红’
李，家家户户都参与种植。2024年，全村
总产值达 900万元，户均增收 13000元！”
黎玲玲说。以前，真武山种不出粮食，如
今已结出了“致富果”，乡村振兴的道路越
走越宽。

杨蕊铭正熟练地为李子树疏果，指尖
在枝叶间轻盈翻飞，多余的幼果随之簌簌
落地。杨蕊铭是南岸村的致富带头人，曾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管理着600多亩
早熟“半边红”李。在绥江县委、县政府的
支持下，果园里安装了水肥一体智能化灌
溉系统和山地轨道运输系统，成了绥江县
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老杨，忙着呢，钟书记在这儿吗？”黎
玲玲问道。“钟书记已经走了，去8组看刘
志英家的‘美丽庭院’去了。”杨蕊铭直起
腰，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笑着说，“自从村里
采取‘党总支+公司+农户’的模式，‘半边
红’李就成了‘摇钱树’，你们看这果子，个
个饱满，今年肯定又是个丰收年！”

告别杨蕊铭，我们驱车来到了南岸村
8组。刘志英的小院果然名不虚传：火红
的三角梅开得热烈奔放，粉红的月季爬满
庭院栅栏，鲜艳的朱顶红正绽放着无尽的
生机与活力。“居住在乡村，不比城里差
吧？”刘志英一边侍弄花草，一边开心地
说，“如今咱农民的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
追求也要跟上。种些花草，不仅美化了庭
院，心情也愉悦了！”

“刘阿姨，您看见钟书记了吗？杨蕊
铭说他来您家了。”黎玲玲问道。“书记刚
来过，还夸我家庭院漂亮呢！”刘志英指了
指“美丽庭院”的牌子说，“现在村里实行
积分制管理，评上了‘美丽庭院’也能加
分。大伙儿都争着装点院子，像我家这样
的‘美丽庭院’，村里已经评选了10个。”

“那钟书记这会儿去哪了？”黎玲玲继
续追问。“他准是去 11组找胡永江了，他

总牵挂着杨大爷的身体。”刘志英说。
我们立刻驱车直奔南岸村 11组。刚

推开胡永江家的大门，便看到他正给 82
岁的舅舅杨士华揉肩。杨士华耳背，听
不见，却笑得很幸福，任由外甥帮他擦手
擦脸。“22年了，舅舅无儿无女，我们不照
顾谁照顾？”胡永江指了指大门旁贴着的

“五星文明示范户”荣誉牌，语气中满是
自豪，“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文明了，社
会才能文明。去年评上这个荣誉，全家
比过年还高兴。”

话音未落，胡永江揣起宣讲手册往外
走：“隔壁邻居孙子快满月了，我是‘百姓
宣讲团’的成员，我得去说说移风易俗的
事，现在村里红白喜事都按村规民约来，
不攀比、不浪费。”

“建房宴、乔迁宴、生日宴、子女满月
宴、升学宴都是不能够操办的……”邻居
客厅里，胡永江讲得十分平实，邻居也乐
意听，听得懂。

“在南岸村，像我这样的百姓宣讲员
有 10多名。”胡永江说，百姓宣讲员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入户讲、路边
讲、红白喜事场所讲，乡亲们学习模范、互
相提醒，时间长了，文明意识也增强了。

宣讲结束路过村口，只见三四个村民
正在打扫公路——原来今天是“集中大扫
除日”。“钟书记带的头，将村规民约上的
内容进行量化，每月集体考核打分，将‘村
里事’变成‘自家事’，乡亲们也从‘袖手看
’变为‘动手干’。”胡永江赶紧加入打扫卫
生的行列。“村里成立了村民议事会、红白
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孝善理事会和矛盾
纠纷调解委员会，制定了村规民约，简称

‘五会一规’，加上积分制管理，现在大伙
都把村子当自家院子管。”说起乡风文明
的“法宝”，黎玲玲格外自豪地说。

“老胡，钟书记去哪儿了？”“他在我
家坐了一会儿，就去 8组的微网格了，说
是去听听乡亲们摆‘龙门阵’，走，我带你
们去。”

跟着胡永江来到南岸村 8 组邓家兰

家，10 多个村民围坐在院坝里摆龙门
阵。微网格员邓家兰正拿着小本本做笔
记：“枇杷上市了，得联系销路；李子园防
病虫害，想请农技专家……”

“去年开始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全村 842户村民就近组成了 84个‘微
网格’。闲暇时，邻居聚在一起‘摆龙门阵
’，时事新闻、家长里短、事故案件、红白喜
事、房前屋后、务工就业，想到啥说啥，乡
亲们拉近了感情，增进了团结。”黎玲玲介
绍，有了矛盾纠纷，微网格员现场调解；有
了困难诉求，微网格员逐级上报，县、镇干
部下沉办公，上门解决。心气顺了，矛盾
就少了，村庄也更和谐了。

“以前邻里闹矛盾靠吵架，现在坐下
来‘摆’清楚，心结就解开了。”邓家兰说，
如今，他们这个微网格的8户人家就像一
家人，哪家有事，大家都去帮忙。

“唉，咋没见钟书记呢？有记者想找
钟书记。”胡永江问邓家兰。“钟书记前脚
刚走，去林家坝了，说要和徐总商量假日
旅游的事。”

我们赶到林家坝时，已近黄昏，夕阳
映照下，金沙江波光粼粼，江畔的美丽村
庄熠熠生辉。儿童乐园里传来孩子的欢
笑声，江畔广场上正在举行啤酒音乐节，
灯光与音乐律动，烤串与啤酒碰撞，激情
与浪漫交织，游客们尽享休闲狂欢。

“林家坝是我们南岸村最亲水的自然
村，93户村民临水而居，2021年建成省级
美丽村庄后，我们就瞄准库区经济探索农
旅融合新业态，引导村民发展假日旅游。”
黎玲玲介绍，群众以土地入股种植了香
蕉、桂圆等特色水果，村庄里建设了亲水
观景台、库岸景观带和阳光沙滩，并引入
企业经营管理，村集体公司和村民每年按
比例分红。乡亲们也从“种地人”蜕变为

“旅游人”，当起服务员、安全引导员、停车
管理员、游乐场管理员……

“周末游客多，订餐量也增加了。”在
游客接待中心务工的宋萍将刚炒好的农
家菜端上桌，甩了甩有些酸软的手臂，微
笑着说，“游客多了，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除了务工，乡亲们还开办农家乐、民宿，
卖土特产、特色小吃，为运营企业供应
菜。村里 80%的家庭都买了车，我家也买
了一辆。”

“端着‘生态碗’吃上‘旅游饭’，乡村
振兴的道路也越走越宽。”黎玲玲接过话
茬，给我们分享假日旅游的“战果”：

“2024 年村集体公司分红 10 万元，林家
坝的村民累计获得土地流转金、收益分
红、务工工资、农产品销售、农家乐民宿
经营等收入 80多万元，64户常住居民户
均增收 1万多元呢。”

暮色里，游客接待中心灯火通明。在
二楼，我们终于找到了钟德述书记，他正
和乡村 CEO 徐鹏飞商量业态更新的事
情，裤脚沾满泥土，衬衣上有很多汗渍。

钟书记笑着说：“对不起啊，今天工作
太忙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南岸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我们想
从您口中寻找村里的‘文明密码’。”

“为了找您，我们追着您跑了一天。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有答案了。”

是啊，从李子园到“美丽庭院”，从“百
姓宣讲”到“龙门闲话”现场，还看了热闹
的林家坝和村民们幸福的笑脸。

“篝火晚会要开始了！”乡村CEO徐
鹏飞拉着我们的手：“两位辛苦了，走，一
起参加吧！”

转头望去，江边的广场上已燃起篝
火，火星子蹿向星光点点的夜空。孩子们
举着荧光棒跑过，老人们喝着茶唠嗑，游
客们跟着节奏拍手欢笑。南岸村的“文明
密码”就藏在这烟火气。文明，就是漫山
的李子树，是墙上的积分表，是胡永江手
中的苹果，是龙门阵里的家长里短，是村
民眼里亮堂堂的光。

钟德述说：“文明嘛，就是让百姓日子
有盼头，让群众心里温暖。”火光映着他的
脸，身后有村民喊起了“金江号子”，粗粝
的声音裹着江水声，飘向缀满灯火的村
庄。我们忽然懂了，这全国文明村的牌子
下，是上千双手把日子揉成了诗，把村子
绘成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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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村的“文明密码”
通讯员 罗 洪 何秀萍

百口之家的家风传承密码
记者 阮孝芝

在鲁甸县茨院回族乡葫芦口村，有
一个特殊的大家庭——由 28个小家庭、
112口人组成。这个大家庭不仅连续 16
年举办春节年会，还于2022年荣获“全国
最美家庭”称号，成为中央宣传部、全国
妇联表彰的10户“最美家庭”中唯一以大
家庭形式入选的代表。就在今年5月，这
个大家庭又荣获“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
称号。近日，记者走进这个传奇家庭，探
寻他们家风传承的“密码”。

年会制度：16年不变的亲情契约
2009 年，顾旭昌的侄子在昆明打工

时，把他们的企业文化带到了家庭里，提
出了举办家庭年会的倡议。从那一年
起，家庭年会便在每年春节初二准时举
行，至今已坚持了 16年。春节是万家团
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刻，也是家风传承
的良好契机。家庭年会正是利用春节家
人团聚的机会，让大家交流感情、总结过
去、凝聚共识、展望未来，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承优良家风。2009年，这
个大家庭开启了首届春节家庭年会。以

“聊亲情、聊工作、聊生活”为主题的家庭
年会已延续了16年。

“我们拒绝打牌、赌钱、喝酒，而是围
坐一起聊工作、谈生活。”家庭代表顾旭
昌介绍道，每年正月初二的聚会上，自助
餐搭配公勺公筷已成为标配，而表彰环
节更是备受期待的重头戏。“自2019年以
来，已评选出 26位‘优秀家人’，特别是 7

位女婿、6位儿媳的当选，让姻亲家庭真
正融入了这个大家庭。”顾旭昌说。

书香传家：三代人的教育接力
走进顾家重建后的小院，孩子们正

在开展读书活动，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
籍格外醒目。这份对知识的执着，源自
退休教师顾父 38年的坚持。“小时候，父
亲就带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退休
后还在黑板上教孙辈识字。”顾旭昌说。
如今，这个传统已升级为“假期训练营”，
家庭成员义务教授孩子课外知识，带领
孩子学习武术。这不仅是对顾父重视家
庭教育传统的延续，更是为了继续完成
他没有做完的事情。

更令人动容的是，家族自发捐款8万
余元设立了教育基金，目前已奖励了 18
名大学生，还给 60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发
放礼物，希望在大家庭中弘扬尊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在昭通市委宣传部的关心
和支持下，顾家还建起了对邻居开放的

“农家书屋”。顾旭昌说：“亲情永续，优
良家风是我们大家庭的宝贵财富，我们
要传承好、弘扬好，把正能量一代接一
代地传递下去。”新建的农耕文化馆和

“农家书屋”，如今更成为邻里共享的文

化空间。
家国情怀：屋顶永远飘扬的五星红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

次家庭年会，嘹亮的红歌总会准时响起。
“习近平总书记说‘千家万户都好，

国家才能好’，我们对此深有体会。”顾旭
昌说，正是将爱党、爱国、爱家的理念融
入家风，顾家这个大家庭才登上央视等
各级主流媒体 80余次，被“学习强国”推
送报道10次。

辐射带动：从“小家美”到“大家美”
作为市、县级家风教育基地，这个大

家庭正将好家风辐射四方。顾旭昌在驻
村期间，精心策划并指导召开“村晚”，评
选“好儿媳”“好婆婆”和道德模范，引导
致富带头人成立村级爱心基金……“全
国最美家庭”的优良家风如今已传遍银
厂村。

“90岁的母亲去世后，我们主
动选择火化，并简办丧事。”顾
旭昌说，这种新风尚正在当
地生根发芽。在他看来，
一个小家庭的美不算
美，28 个小家庭美
也不算美，只有

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大家庭都
美，那才是真正的美。无论走到哪里，顾
旭昌都会自豪地说起自己的大家庭。这
样的大家庭和睦且充满正能量，小辈们
在积极向上的氛围中，感受着
爱与亲情的温暖，茁壮
成长。这份爱与温暖
也将融入社会，感
染 和 影 响 着 更
多人。

在这个五世同堂的大家
庭里，记者看到了最朴素的
家风诠释：陈列室内书写工
整的家训，先辈的证书和教
学用过的物品，荣誉墙上优
秀家人的照片……正如顾家
人所说，家有朗朗读书声，比
有万贯家财强。或许，这就
是中华民族传统家风最生动
的当代样本。

开栏的话：
文明，是时代进步的灯塔，是社

会和谐的基石。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作为连接党心民意的桥梁、传播时代
精神的阵地，始终以春风化雨之势浸
润人心。今天，本报新栏目“昭通印
象”应运而生，愿成为一扇窗、一座
桥，让文明之光穿透纸墨，照进每个
人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将聚焦志愿服务的
感人瞬间——社区里的“红马甲”如
何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双手传递温
暖；我们会记录文化传承的鲜活实践
——非遗技艺如何焕发新生，经典诵
读怎样滋养心灵；我们更关注基层群
众的创新智慧——邻里议事会上的
金点子，科学普及中的新发现。每一
篇文字、每一幅画面，都是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生动注脚。

这不仅是一个栏目一份报纸，更
是一份邀约。期待您与我们一同见证
文明在基层生根的历程，分享您身边
的文明故事，让更多人感受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蓬勃力量。让我们携手，以
文字为帆、以行动为桨，共同书写昭通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壮丽篇章！

游客在林家坝度假游客在林家坝度假。。

顾旭昌讲家风故事顾旭昌讲家风故事。。

顾旭昌与顾旭昌与““假期假期
训练营训练营””的孩子们在的孩子们在
一起一起。。

顾旭昌家庭合影顾旭昌家庭合影。。

南岸村南岸村88组村民开展组村民开展““龙门闲话龙门闲话””。。

南岸村村集体向村民分红南岸村村集体向村民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