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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察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李露 尚媛

初秋，走进奉化尚田街道尚
一村，街巷整洁，墙绘点缀，河
边鲜花吐艳，新建的停车场车辆
停放井然，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我们搞了一项新改革，
由每户村民出资，支持村里环卫
管理工作。”村党总支书记胡国
良说，这是村庄环境长效化管理
的新尝试。

这几年，农村各地大 力 开
展 环 境 整 治 ， 在 村 庄 “ 颜 值 ”
提升的同时，村集体 资 金 压 力
也 愈 发 沉 重 。 尚 一 村 位 于 尚
田 街 道 核 心 区 域 ， 全 村 5000
多 人 口 中 ， 外 来 人 口 是 本 地
村 民 的 2 倍 ， 每 年 环 境 卫 生 一
块 要 支 出 近 70 万 元 ， 而 村 集
体年收入总共才 80 余万元，占
比近 9 成。

胡国良说，村里设了 33 处
垃圾堆放点，配备保洁人员 13
名，光人员工资每年就要近 40
万元，还有路面及路灯维修、河
道清理等各类项目。“按照一直
沿袭下来的管理制度，村庄环
境 卫 生 支 出 由 村 集 体 来 承 担 ，
村民不出一分钱，而政府给予
的补助又极少，资金压力越来
越大。尚一村在奉化算是比较
富 裕 的 ， 都 ‘ 扛 ’ 得 很 吃 力 ，
要实现长效化运作更是难上加
难。”

环 境 治 理 仅 靠 村 里 “独臂
难 支 ”， 怎 么 办 ？ 资 金 从 哪 里

“开源”？今年 7 月，曾办厂多
年 的 胡 国 良 想 到 一 个 新 点 子 ：
城 市 居 民 小 区 有 物 业 管 理 费 ，
那农村是不是可借鉴一下，每
户 出 点 钱 ， 用 于 村 庄 环 卫 整
治？为此，他还特意咨询了街
道的法律顾问，得到可行的答
复。之后，他与联村干部反复
磋 商 ， 确 定 该 项 费 用 的 收 取 、
使 用 等 各 项 细 节 ， 形 成 方 案 。
上个月，尚一村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进行表决，令人没想到的
是，环卫专项管理费方案获得
100 多位村民代表的全票通过，
并成为尚一村的新村规。

根据方案，尚一村以户为单
位收取环卫专项管理费，每户每
年 240 元，本村村民和外来常住
户一视同仁。胡国良说，“本村
村民的收费，从每年的股权分
红中扣除；外来人口一块，我
们按照划分的 11 个网格，由党
员、干部、志愿者组成的小队
逐户上门收取。村里设立环卫
管 理 费 专 项 账 户 ， 专 款 专 用 ，
每半年公布一次。”经过测算，
该 笔 专 项资金总额 50 多万元，
其中有近 30 万元需要向外来人
员收取。

这项收费推行之初，也有一
些外来人员表示反对：“为啥周
边尚二村、尚三村不收，就尚一
村要收？有文件依据吗？”针对
这些问题，村干部一一耐心地予
以解答，最后取得了绝大多数外
来户的理解、支持。在村里居住
了 4 年的外来户吴金兰第一时间
交了环卫专项管理费，“我倒觉
得这是个好事。有了专项资金，
村里环境卫生搞得更好，我们住
着也更舒适。”

截至目前，尚一村的环卫专
项管理费收取率已超过 90%。胡
国良说：“收取这个费用，不单
是为了减轻村集体的资金压力，
也是增强大家的参与意识，人人
出力，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眼下，村里正在谋划新一轮
的村容村貌改造项目。“有了资
金保障，推动农村环境治理长效
化，不仅环境更美，也让农村人
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更好的
服务。”村干部说。

奉化尚一村探索环境
长效管理机制——

按户出资
共建洁美家园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崔宁 郑水萍

8 月 7 日起，海曙区全面启动
垃圾分类“3+1”攻坚行动，“3”
指抓牢源头质量关键环，因地制宜
做好撤桶并点、桶边督导和定时定
点投放三项机制；“1”指新增厨余
垃圾投放的破袋环节，实现厨余垃
圾分类高质量。

为此，海曙各街道、社区因地
制宜、创新举措，全力攻坚。截至
目前，全区 17 个乡镇 （街道） 376
个居住小区完成撤桶并点、定时定
点和破袋投放，占比超过 90%。

“红色力量”引领，
党群融合双发力

前段时间，南门街道万安社区
党委书记徐剑英收到不少党员志愿
者线上线下报名，要求加入社区值
班文明劝导员的行列；在望春街道
五江口社区，30 多位老党员带领青
少年走上“老少点位岗”，守护好桶
边责任，有效缓解了社区 30 余个垃
圾桶点位撤桶带来的挑战。

在海曙，党员在垃圾分类中亮
身份，在单位发挥引领作用、在社
区发挥关键作用、在公共场所发挥

示范作用已成常态。机关党员利用
“夜学时间”与垃圾分类来场“约
会”，党员进社区当“桶长”、入户
做宣讲员、破袋做检查员，夜学与
垃圾分类结合的新潮流壮大了社区
党员的攻坚力量。

在党员志愿者的引领下，更多
居民群众加入攻坚志愿者队伍，成
为垃圾分类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南
门街道，郎官社区的垃圾分类志愿
者们收获了“最美郎官红”的美
称，周江岸社区 86 岁高龄的周筠
荷收到了由社区“私人订制”的

“最美志愿者达人”的奖杯。

各类平台助力，群策
群力作贡献

白云街道云乐社区邀请了欢乐
家园居民代表、业委会、物业公
司，通过“开放空间”议事会讨论
垃圾分类撤桶并点的相关事宜；段
塘街道南塘社区成立新老“一家
亲”小分队，新老宁波人携手为垃
圾分类工作贡献一己之力；石碶街
道锦丽社区通过微信说、热线说、
现场说、入户说和主题说的“5 个
说”平台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居民
配 合 度 较 高 ，垃 圾 分 类 准 确 率 从
40%提升到 90%。

在居民群众推动的背后，是执
法力量的保驾护航。海曙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西门中队结合执法进小区
排出“3+1”攻坚行动时间表，社
工、督导员和执法三支力量共同助
力攻坚“突围”；白云中队采用现
场曝光、有奖有罚的方式，增强居
民分类意识；鼓楼中队则采用“修

复个人信息积分”的方式，对分类
不规范居民现场督促，提高攻坚行
动的“震慑力”。

鼓楼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如今中队、社区、物业公司及志愿
者的分类联动督查已渐渐成为每日
固定项，对促进辖区分类质量稳步
提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地制宜创新 短板
弱项迎刃解

面对“3+1”攻坚行动中出现
的难题，海曙各街道、社区“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让短板弱项迎刃
而解。

望春街道广安社区针对不少上
班族的作息时间和规定的垃圾投放
时间不同，撤桶并点、定时投放实
施 后 带 来 的 不 便 ， 设 置 “ 微 站
点”，开通“微公交”，以“定时定
点+流动投放”的方式弥补定时定
点投放的“空窗期”，反响不错。

段塘街道华兴社区针对京华苑
小区单栋别墅住宅的特殊性，创新
地在向居民分发的专用双色桶上安
装“身份证”，督促居民从源头上
提高分类质量；南门街道柳锦社区
为破解中心城区场地、资金等方面
瓶颈，通过物居业三方讨论、居民
意见征集等方式，在柳锦花园小区
引入智能垃圾箱。

月湖街道郡庙社区在灵桥公寓
楼首创“撤桶设卡”模式，在公寓
楼下建起刷卡进入的简易公共垃圾
房，住户凭借门禁卡刷卡入内投放
垃圾，垃圾分类准确率也提升至
90%。

海曙：“3+1”攻坚助力垃圾分类高质量

尚一村志愿者清理街巷“牛
皮癣”。（余建文 尚媛 摄）

行走在泗门镇，经常能看到
“红马甲”志愿者。据了解，该镇
有志愿者队伍 40 支，同属镇“我
来帮”志愿服务总队。这支成立
于 2013 年的服务队，7 年来已开
展 大 型 便 民 服 务 志 愿 活 动 超 过
2000 次，“平均下来，相当于每天
有 一 场 规 模 较 大 的 志 愿 服 务 活
动。”泗门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多年来，参加志愿服务已成为泗
门人的一种习惯。

近年来，随着泗门镇小城市
培育进程的不断加快，新居民纷
纷涌入泗门。目前，全镇外来人
口达 4 万，其中居住、工作在泗
北村的就有 1.4 万人。带着“如何
让新老居民融合，让新居民感受

到家的温暖”的期许，2016 年 9
月，泗北村将原有的“泗北村和
谐联谊会”升级重组为“泗北村
新老居民和谐联谊会”，主要围绕
新居民就业、就学和维权等民生
问题开展各项服务，受到了新老
居民的一致好评，被泗门镇评为

“泗门榜样”——“和谐泗门”的
守护者。

提起“泗门好人”，不得不提
姚国祥。他是泗门土生土长的农
家娃，如今成为一家年产值超 3
亿元的集团公司的掌舵人。20 多
年，他携手公司的 700 多名员工
一起走上全面小康之路，并时刻
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在公益助
学 的 道 路 上 已 经 坚 持 走 了 9 年 ，

捐款总额超过 600 万元。今年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姚
国祥又带领公司的党员、民兵迅
速组建了一支应急小分队，主动
承担了泗门镇工业园区内一个卡
点的 24 小时执勤任务，参与泗门
镇集中医学观察点的执勤工作。
姚国祥还向市红十字会捐款 100
万元，捐赠物资价值 180 余万元。

2018 年，泗门镇被命名为首
批“全国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
单位”，成为宁波唯一获此殊荣的
乡镇。民政部验收组认为，泗门
镇经济发达、环境优美、服务完
善、和谐有序，公共服务内容丰
富，水平较高，可以与世界发达
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水平相媲美。

氛围浓厚，新老泗门人携手共建幸福家园

记者 黄程 通讯员 诸挺

来到泗门镇，记者第一站走进
坐落于该镇成之庄的家风家训馆。
据了解，这是我市首座家风家训
馆，免费对外开放已有近三年时
间。

这里集中展示了“杨诸周谢”
四大家族的优良家风家训。其中被
奉为四大家族代表的谢氏，其“淳
厚”家风具体细化为家训二十四
条，以及起家之由十七条、败家之
由十七条，使得家风教育更有操作
性。家风馆通过一系列图文展示，
成为余姚市民了解历史、学习优秀
家风家训以及增强集体荣誉感的好
去处。

“家风正，子孙端，民风淳，
世风清。重耕读，性高洁，秉醇
厚，增门楣。”在家风馆里，一曲

《泗门好家风》 循环播放，淋漓尽
致展现了泗门镇好家风的深厚底
蕴。

在泗门镇谢氏后人看来，优秀
家风之所以影响至今，甚至成为当
今社会稀缺的宝贵资源，主要表现
在：关注人的性格脾气，处理好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倡导做人诚实，
脾气温和，性情憨厚、忠厚。

据余姚地方史专家介绍，泗门
在唐代还是一片荒凉的滩涂，到南
宋才有“杨诸周谢”四姓定居。为
了使子孙安居乐业，这些家族先后
制定了家风家训，到明代中期，都
发展成为姚江望族。明嘉靖年间，
朝廷下旨表彰泗门为“淳厚里”，
意为“民风淳厚、民俗淳朴”的地
方。

王阳明、黄宗羲等余姚名人学
士也与泗门结下不解之缘，黄宗羲
更留下了“不妨长作四 （泗） 门
人”的诗句。泗门因此博得“名邦
之源”“阁老故里”之美誉。

底蕴深厚，
优秀家风、淳厚乡风代代相传

“党建引领 幸福群众”。来到
泗门镇的另一个全国文明村——
谢家路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口
鲜红的党旗雕塑和这八个大字。该村
2019 年实现社会经济总产值 53.71
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52012 元。这
是“幸福群众”的强大经济基础。

比起收入数据，让谢家路村更
出名的是一张小板凳。“小板凳”坐
拢来，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这项被
誉为“小板凳”群众工作法的经验
引起了全国关注。如今，小板凳工
作法有了 2.0 版——“智慧板凳”，
通过建立综合“智慧”室等九大工
作举措，来全面推进谢家路村村庄
治理现代化水平。

该村在村一楼大厅设立综合
“智慧”室，这个智慧室通过建立一
系列子平台和智能设备，实现对整
个村庄建设和管理的全纳入，如党
建智慧平台、e 宁波的管理、出租房
的智能化管理、网格管理、雪亮村
居平台等等。“确保做到能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有问题就要消

灭在萌芽状态，全村情况一目了
然，实时掌控，发生问题能及时受
理、及时处置。”该村有关负责人
说，充分发挥信息智能设备作用，
有效监管村民垃圾分类、村庄环境
卫生、乱搭乱建、五水共治、交通安
全，切实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
出村”的自治和智治。

“我的家乡美丽富饶好地方，
惹人醉四季水果飘香。”这是泗门
镇小路下村村歌《我的家乡小路
下》里唱的。首批全国文明村小路
下，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走进村
庄，就像走进了一个公园。

数据显示，近三年，该村共计拨
付民生实事专项资金 2550 余万元，
涉及千亩标准化农田建设、电力线
网改造、道路改造等民生实事工程
11 件，使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相结
合，人居环境得到持续优化。

以前，这里曾是出了名的贫困
村，如今建设成人人向往的美丽家
园，小路下村的剧变让世人惊叹。
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改革开放

的那一股春风。改革开放使小路下
人离开田头，走进企业，完成从农
民到产业工人的角色转变；如今他
们又住上别墅，开上汽车，开始从
村民到市民的转变。

富了口袋富精神。1998 年，泗
门镇小路下村创设“十星级文明
户”评选活动，一时成为省内外媒
体采访报道的热点新闻。如今，该项
评选活动已持续了 22 年，见证了小
路下村创建成为首批全国文明村的
历程，全村涌现出一大批文明户，并
形成了人人争当文明人、户户争做
文明事的良好氛围。

基础扎实，经济发展壮大之后心向文明

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泗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一个一个镇为何能培育出两个全国文明村镇为何能培育出两个全国文明村

泗门镇地处宁绍平原中部，329国道
横贯集镇，北濒杭州湾，是全国卫星镇，全镇总面积

66.3 平方公里，辖 16 个村、4 个社区。镇域内宁波文明村全覆
盖、省级文明村 4 个，全国文明村 2 个，各级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

明窗口14个。
2005 年，泗门镇和小路下村获评首批“全国文明村镇”；2011 年，该镇

谢家路村成为第三批“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文明村镇”是我国目前综合评价一个镇或一个村文明建设水

平的最高荣誉，是一个村镇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最具竞争力的金
字招牌。

一个镇，如何培育出两个“全国文明村”？近日，记者
走进泗门，实地探寻四明之北的文明密码。

小路下村风光小路下村风光。。

谢家路村入口。

谢家路村内公园。（资料图）

白云庄社区物业公司经理、垃圾分类督导员现场学习交流。
（陈朝霞 崔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