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村，宣传橱窗、公告
栏、横幅等是村民获取信息的阵
地和渠道。然而，宣传栏残破、
陈旧、内容过时，文化墙错字百
出，横幅标语“语出惊人”等现
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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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获取
信息的途径大都通过手机和电脑。
但是在广大农村，宣传橱窗、公告
栏、文化墙、路灯道旗、横幅等
传统宣传手段依然是群众不可或
缺的信息来源渠道，也是各类政
策上传下达的重要阵地，尤其是
村 务 信 息 公 开 、 活 动 通 知 发 布

等 ， 大 多 张 贴 、 公 布 在 这 些 地
方 。 然 而 ， 宣 传 栏 残 破 、 陈 旧 、
内 容 过 时 ， 成 为 摆 设 已 是 常 态 ，
文化墙错字百出、横幅标语“语
出惊人”。基层宣传阵地如何做到
美观又规范、发挥其应有的便民
功能？宁海大佳何镇对此进行了整
治和探索。

“龙泉路口的空地是村里的一处
休闲场地，平时一有空闲，村民就
聚集在这里聊天，所以边上就设置
了一个宣传橱窗。橱窗不大，但村
里要让村民们知道的大大小小的事
情都会在这里公布。”宁海县大佳何
镇大佳何村党支部书记何兴旺说，
橱窗是 2005年安装的，刚开始整洁
如新，但时间一长，橱窗变得“面
目全非”。“一些办证广告、招聘广
告、宣传海报张贴在上面，有的只
贴不揭，旧的宣传内容破了、糊
了，看上去很乱。”

何书记还告诉笔者，在环境整
治或文明创建过程中，地面、墙
面、楼道等处小面积的“书写式”
小广告，一般用白色涂料一遮了
之，简单的整治方式留下了斑斑驳
驳的补丁，也影响村容村貌。

类似的问题，不只大佳何一个
村存在。邻近的团联村同样如此。
团联村村办公楼右侧的墙面上五花
八门，两个小小的宣传橱窗已经容
纳不下张贴的内容，向橱窗外拓展
阵地。村民对此多有抱怨。“村里的
宣传栏没人维护，有的蒙上了灰
尘，有的锈迹斑斑；张贴的大多是
乱七八糟的小广告，这样的宣传窗
大家都不想看。”村民万爱君说。由

于无人问津，橱窗周边变成了停车
位，时常有车辆停靠在此。久而久
之，宣传橱窗成了一种摆设。

近几年，时尚的墙绘也成了一
种重要的宣传手段。因审核不严
谨，其所造成的笑话也不在少数。
在宁海在线的贴吧上，一则“方孝
孺”还是“方孝儒”的帖子曾受到
广泛关注，原因在于广告公司在制
作文化墙时把方孝孺的“孺”字错
写成“儒”字而闹出笑话。横幅、
户外广告牌、宣传展板等因成本
低、制作快，成为乡镇首选和惯用
的宣传手段，但是缺字少语、错别
字横生等现象屡见不鲜，为群众所
诟病。

调查显示，大佳何镇 26个自然
村中，健康宣教栏均建于 2012 年，
一半以上的三务公开栏为 2005年前
所建，最早的为 2002年，如今早已
破旧不堪。此外，由于宣传橱窗面
积不够，在其边上重复“糊”和

“撕”频率高，影响村容，成为农村
环境整治的重点。

众所周知，宣传栏、墙绘、道
旗等是基层精神文明宣传的主要阵
地，是贴近群众、传播信息的窗
口。然而，这样的宣传阵地却形象
难存。

乱贴乱涂 宣传阵地形象难存

王雯竹是大佳何镇的宣传干
事。各村制作宣传栏，联系广告公
司，询问价格，查看材质，都由她
负责落实，对各类宣传阵地的费
用，了如指掌。“宣传品看似结构简
单，造价却不低。”她说，一个宣传
橱窗造价，少的2万元，多的超过4
万元；制作一杆道旗 680 元，更换
内容要 180 元，从象西线乌石头做
到镇区大何路，需要 73杆，造价近
5万元，维修、更换费用也要 1.3万
多元。

王雯竹说，宣传橱窗、公告栏
等大都设置在露天场所，经过风
吹、日晒、雨淋，多多少少会出现
生锈、破损、断裂等情况；墙绘在
日光照耀下，褪色严重，墙面断裂
难以修补等问题也十分突出。而每
年一次性的横幅和家风家训、美丽
庭院等门户牌也不在少数，无论是
新建、维修还是更新，费用都不
少。

在宣传阵地上，政府职能部门
还打起了争夺战。在一个村，“三务
公开”、健康宣传、科普宣传、廉政
宣传等栏目多达 20种。部门的宣传
画、宣传品没有统一管理和分配，
各自为政，于是出现了这边张贴，
那边铲除、重新覆盖的阵地“争
夺”现象。墙绘也是如此，常常

“一方唱罢一方登场”，重复绘制。
由于各职能部门所联系的广告公司
规划设计不一、色调不同，导致宣
传橱窗变得五颜六色，犹如披上了
一层“打满补丁”的外衣。大佳何
镇政府相关人士表示，2017 年，全
镇各部门的宣传费用共计支出 64万
余元。但从总体来说，没有达到预
期的宣传目标。

此外，因工作考核等需要，各
职能部门对农村宣传阵地重建不重
管。时间一久，过时的政策没有及
时清理，而新政策张贴又不规范，
村民只看到旧的，没有看到新的，
获取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误解，
甚至出现不必要的上访，直接影响
基层治理。新政策出台后，宁海村
级小微权力清单 36条中的“村级工
程 5 万元以上需招投标”这一条，
修订为“10 万元以上需招投标”，
但是原墙体画没有及时更新。大佳
何镇纪委书记应可旵说，葛家村停
车场填方工程9.3万元没有进入镇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招投标，村民
发现后便向纪委反映，说文化墙上
明明写着是 5 万元，村里不按规定
办事，闹了好大一个误会。该镇纪
委工作人员在调研时还发现，部分
村庄仍存在国家生育政策修订前的
宣传标语。

重建轻管 催生墙上的“新形式主义”

“现在三务公开栏都是可以替
换的，一个磁铁框把文件放进去，
吸 在 宣 传 栏 上 就 可 以 了 ， 很 方
便。”葛家村文书葛三军说，以前
都是直接贴在宣传栏上，里面贴满
了，就贴玻璃上，因为费时费力也
没人清理，现在只要放到指定的框
里就行，省了很多麻烦。

去年 3 月以来，大佳何镇启动
宣传阵地整合工作，采用“加减
法”将宣传阵地设备进行“化繁为
简”。引进智能化、可移动、可替
换的新型宣传设备，拆除破旧、生
锈的老旧设备，集中清理不需要、
不统一、不合理的宣传栏和宣传
牌，对镇区宣传阵地进行大“洗
牌”，统一设计，全面更新换代。

“宣传阵地最大的支出是‘硬
件 设 施 ’，‘ 软 件 ’ 都 是 很 便 宜
的。”王雯竹说，一个宣传栏框架
需要上万元，一张宣传海报只要几
十元。所以，利用新型可更换的设
备不仅能够延长宣传栏的使用寿
命，更能够节省一大笔宣传费用，
可谓一举两得。

不仅如此，大佳何镇还在各村
引进了电子设备，比如电子屏、智能
化 LCD 视频联播网等，实现一屏多
用，大大增加了宣传阵地的灵活性。
在一些公共场所，则开始大规模使
用智能化、数字化触摸屏，收到了不
错的传播和宣传效果。这些设备外
观简约新潮，价格仅为传统宣传栏
的一半左右，且承载的信息量又很
大。通过一年的努力，大佳何镇宣传

版面更换从每年的60余版降低到20
余版，横幅从 2017 年的 275 条下降
到 2018 年的 76 条，费用也逐年减
少。

除了更新“硬件”设施，该镇
还提升管理模式，实现长期有效的
管理。大佳何镇从规范化入手，变

“撒胡椒面”为“集成办理”。整合
各部门必需的涉宣资源如三务公
开、文明创建、垃圾分类、健康宣
教、普法宣传、廉政文化等，避免
重复建设和无序扩张。同时由宣传
办归口受理，制定规范性流程，设
定填报宣传需求联系单、科室或部
门确认、广告公司设计、宣传办审
核、科室或部门确认效果图、广告
公司付印安装等一整套工作流程。

“需 要 制 作 什 么 内 容 ， 涵 盖 哪 些
村，涉及哪些宣传阵地，都要一一
列好清单发送给宣传办。”大佳何

镇团委书记罗琼说，只要认真填好
表格，宣传办会一一办理，并审核
把关，这样整体的设计风格、样式
就能统一，宣传栏不再五颜六色，
村庄整体面貌有了较大提升。

在大佳何镇，平时还能看到 26
位村级综治网格员穿梭在各村巡
查。每位综治网格员手中都有一份
详细的村庄宣传阵地明细单，包括
产品、地点、尺寸、内容、用途
等，可随时了解情况。一旦发现宣
传阵地出现损坏、过时等问题，便
通过“e 宁波”系统拍照、描述问
题、上报内容，平台收到信息后便
将问题流转至宣传办，由工作人员
制表，统一联系广告公司根据尺寸
进行维修或更新。广告公司和综治
网格员的工作还被纳入年度绩效考
核，工作态度和执行力成为衡量宣
传阵地管理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
满意度成为项目收益率和年度考核
奖金的衡量标准，促使两条管理线
有效执行，让宣传阵地不再成为摆
设，杜绝产生新的“形式主义”。

化繁为简 提升硬件设施与管理模式

大佳何镇的试点经验经过整理
总结，已在宁海全县范围内推广。
去年10月，宁海县召开宣传文化阵
地整合工作现场会，在大佳何试点
的基础上，在其他乡镇实行推开扩
面行动和示范乡镇建设，并建立了
县级宣传阵地整合规范领导工作小
组，从标准化建设和加强顶层设计
等方面入手，将农村宣传阵地打造
成精神文明的新地标。

宁海县委宣传部部长叶秀高表
示，宣传阵地整合不是简单地清理

“牛皮癣”，也不是一阵风似的统一
修整一批宣传橱窗，而是将其作为
乡村文化文明传承培育的大展板，
唤醒群众的乡情文化、价值认同和
情感归属，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

标准化建设是第一步。探索建
立县级层面的大数据库作为基础支

撑，出台宣传阵地服务规范、建设
标准、审核流程，从设施设备、产
品供给、经费收支等方面形成一整
套可操作、可量化的规范流程和指
标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做好长远
规划，全方位整合各部门需求和资
源，顺畅部门之间的联通协作渠
道，建立各部门之间标准相对统
一、分工协同、互联互通的宣传文
化资源库群和服务网络。

大佳何镇吴家村一户人家通过
创建“美丽庭院”，利用废物美化
家居环境，还总结了家风家训张贴
在庭院门口，成为宣传阵地整合的
一个缩影。因此，宁海计划结合当
前 开 展 的 乡 村 文 化 寻 宝 等 工 作 ，
梳理整合宣传文化资源，亮出镇
乡、村庄的文化家底，串联起文
化因子，打造多彩的乡土文化名
片。

当前，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宁海按照整体包
装、整村推进、全镇联动、一村一

品的思路，把农村宣传文化阵地整
合工作与文化礼堂、文明示范线、
党建精品线、美丽乡村精品线等工
作有机结合起来，谋求各线宣传工
作的“最大公约数”。在内容表达
上，共同唱响主旋律，将党和国家
的方针政策、各级党委的重大战略
决策、核心价值观、科学人文历史
等理论、政策、事迹、知识作为四
大支撑内容，确立健康向上基调。
此外，立足各村实际，挖掘自然和
人文禀赋，打造全镇设计风格总体
统一、各村主题特色鲜明的农村宣
传文化阵地，共同唱响农村“和谐
曲 ”。 在 宣 传 阵 地 整 合 规 范 过 程
中，大佳何镇以“正学故里”为主
线，统筹推进文明示范线、农村文
化礼堂、党建文化长廊和美丽庭院
建设等，打造了黛蓝滨海、慈孝民
主、和美涨坑、桂语小镇等“一村
一品”特色村庄。

在管理方面，宁海将引入外包
托管服务机制，加强第三方准入管
理，通过竞争获得服务资格和回
报，提高宣传产品的品质品位，避
免宣传阵地出现有损党委政府形象
和公信力的案例。

试点推广 打造农村精神文明新地标

在农村，群众从宣传窗、公
告栏获得信息的传统由来已久。
即使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
基层宣传阵地依然是他们了解国
家大政方针、党委政府决策、各
项工作部署不可或缺的一个渠
道。从这一点来说，基层宣传阵
地看似虽小，却是事关百姓生活
的一件民生大事。

不可否认，由于使用、维护
和管理缺乏顶层设计和部门监管
合力，一些地方的宣传文化阵地
一方面存在乱贴乱涂的现象，另
一方面，为应付重点工作检查，
部门间争夺十分有限的基层宣传
阵地资源，频繁制作更新宣传内
容、更换宣传材质。这不仅影响

村容村貌，而且损害党委政府形
象和公信力，甚至产生新的“形
式主义”。

当前，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如
火如荼。而部分村庄破败的户外
宣传阵地与光鲜的文化礼堂形成
了鲜明对比，这一现象亟须加以
改变。

宁海在大佳何镇试点的基础
上，探索宣传阵地整合规范路径，
将更为广阔的宣传阵地整合成为

“文化礼堂2.0升级版”，为“我”所
用，为“民”所用。同时通过宣传阵
地整合，有效占领和管理农村意
识形态阵地，打造凝聚人心人气
的新地标。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孙吉晶）

宣传阵地整合势在必行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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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观看党建宣传栏内容村民在观看党建宣传栏内容。。

双港公园成为大佳何镇的党建和法治宣传阵地双港公园成为大佳何镇的党建和法治宣传阵地。。

道路宣传牌道路宣传牌。。

公交车亭宣传窗公交车亭宣传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