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头镇的大街小巷、田
间地头，活跃着 1 万余名志
愿者。今年 4 月，该镇 20 支
志愿服务队以“桥头分”为
依托，成立慈溪首个乡风文
明数字化志愿服务联盟，组
团开展公益活动，延伸志愿
服务触角。

面向参与志愿服务的党
员干部和群众，“桥头分”
设立党员干部先锋榜、本地
村民积分榜、流动人口村友
榜，营造“比拼赶超”良好
氛围。“‘桥头分’志愿服
务联盟成立后，各志愿服务
队积极参与‘五水共治’、
文化传承等公益活动。”志
愿者陈央飞说，“有了‘桥
头分’这个‘网络红娘’，
我们从‘单兵作战’变为

‘组团服务’，志愿服务效率
进一步提升。”

在“桥头分”的牵线搭
桥下，五姓村村民孙景芬成
为村里的“公益明星”。近

日，她在“桥头分”平台发
布 五 姓 村 清 爽 行 动 招 募 信
息。不到半小时，这则“英
雄帖”吸引了 150 多名村民关
注 并 报 名 。“ 有 了 ‘ 桥 头
分’，大家参与志愿服务的热
情更高了。”孙景芬说，以前
组织志愿活动要挨家挨户动
员，现在动动手指便能完成
信息发布。

“桥头分”上线以来，桥
头居民既是志愿服务活动的
发起人，也是参与者。该镇
许多新老市民加入志愿服务
大 军 ，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联 动 ，
传递向上向善正能量。“通过

‘桥头分’，我们不仅了解了
相关方针政策，还能咨询办
理相关手续。”来自湖北的新
市民芦小莉说，参与“桥头
分”组织的公益活动，新市
民 能 更 好 地 融 入 第 二 故 乡 ，
提升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
感。

为 激 发 群 众 见 贤 思 齐 ，
桥头镇将“桥头分”纳入乡
村信用体系建设。该镇居民
参 与 志 愿 服 务 可 获 “ 桥 头
分”的积分奖励，并可用积
分在 110 多家商户兑换生活用
品。上周日中午，五姓村村
民 周 俭 花 惊 喜 地 发 现 ， 她

“桥头分”的个人积分多了 20
分，总积分达 4863 分。“上
午，我用淘米水浇花，拍图
晒朋友圈后上传‘桥头分’，
不仅涨了积分，还获得大家
点赞。”她说，比起赚积分换
东西，大家更看重这个平台
传播的正能量。

志愿服务组团
激发群众见贤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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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点推广“桥头分”，桥
头镇以数字技术创新作为乡村振
兴的核心驱动力，努力实现乡村
生产数据化、治理数据化和生活
数据化，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为其他地区数
字乡村建设提供经验。

今 年 4 月 ， 全 国 首 个 《数 字
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在桥头
镇发布，为我省数字乡村优秀成
果 示 范 推 广 和 优 化 改 进 提 供 指
导。“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
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
的重要内容。如何有效整合现有
经验，构成明确方向性的技术内
容，为推进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

提供指导，成为现阶段亟须解决
的问题。”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相
关负责人说，《数字乡村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 吸纳省内乃至全国数
字乡村建设的优秀经验，形成操
作性较强的团体标准。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慈溪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勾绘农业农
村现代化美丽画卷。今年，该市
与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浙江大
学数字农业研究中心发起的数字
乡村产业发展联盟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加强数字乡村产学
研合作，联合攻关数字乡村建设
中的重大问题和技术难题，创建

“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引智平台，
努力打造数字乡村建设慈溪样板。

数字乡村建设提速，为乡村
发展添“智”提“质”。慈溪正绘
制农业农村数字地图，搭建“数
字乡村驾驶舱”，推动生产管理、
流 通 营 销 、 行 业 监 管 、 公 共 服
务、乡村治理五大领域的数字化
转 型 。“ 今 年 ， 我 市 将 建 立 农 事

‘一码通’数字服务平台，农业保
险 一 呼 就 灵 ， 政 策 补 助 一 瞬 直
达，服务需求一呼必应；加大农
业生产主体和园区、产业链数字
化改造力度，进一步促进产业节
本增效。”慈溪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说。

建设数字乡村 点燃共同富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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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气好，我推您到外面
晒晒太阳。”近日，镇海骆驼街道
敬德村的志愿者黄国芬又来到结对
对象周老伯的家中嘘寒问暖。75 岁
的周老伯双腿残疾无法行走，自去
年初结对以来，黄国芬每周一次看
望周老伯，为他按摩肩膀、双腿，
并经常带去一些自种的蔬菜、自制
的食品，为其讲讲外面的新鲜事，
让他感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

黄国芬是敬德村“敬畏崇德”
文明使者志愿者队伍的一员。从垃
圾分类、环境卫生整治等文明创建
活动，到反诈、防疫等入户宣传以
及文艺文化、爱老助老活动，这群
文明使者活跃在乡村振兴的第一
线。

敬 德 村 区 域 面 积 3.5 平 方 公
里，由原来的林周、胜光、下河三

村合并而成，下辖林家、杨家、大
吴家等 22 个自然村，常住、暂住
人口约 1 万。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由于敬德村的自然村多且分
散，一些村民又不理解、不配合，
为了管好“小门”，村里党员代表
组建志愿者团队，挨家挨户上门做
工作、分析利弊，使得整个村管理
有序、民风提升。

去年 8 月，敬德村在这支志愿
队基础上进行深化，正式签承诺
书、授旗，成立了“敬畏崇德”文
明 使 者 志 愿 者 队 伍 。“ ‘ 敬 畏 崇
德’寓意敬畏自然、崇尚美德，这
支队伍助力文明乡村建设，提升村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敬德村党
总支副书记杨斌辉说。

据了解，“敬畏崇德”文明使
者志愿者队伍按照年龄层次、服务
内容，下设“先锋模范”“爱心乐
助”“同心向上”“能量传递”四支
小分队。队员参加活动后，由小分

队队长和工作人员统一对应其编
号，登记在 《志愿者工作服务记录
卡》 上，并将个人资料纳入志愿者
档案管理。村委会每年凭记录卡，
对志愿者们进行表彰。

为群众奉献，急群众之所急，
想群众之所想。今年 7 月台风“烟
花”来袭，文明使者志愿者队伍的
队员们立即劝离并转移危旧房、低
洼地段的村民，盛伟便是其中之
一。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
共青团员，他帮忙背沙袋、排隐
患，积极参与防汛抗台工作。因为
盛伟是一名水电工，防疫期间他免
费帮助村委会在各自然村出入口建
造“小门”，抗台期间提供接电、
送电专业服务。村民们每每提及盛
伟，便竖起大拇指点赞。

针对疫苗接种工作，志愿者们
也积极走在前列，入户宣传接种新
冠疫苗的重要意义，并协助村民完
成建档工作。49 岁志愿者谭卫平是

一名家庭主妇，从村委会发放疫苗
票开始，无论刮风下雨，她每天下
午准时到岗，协助村里工作人员登
记接种人员信息、发放疫苗票、为
村民答疑解惑。

根据群众需求，志愿者还结合
“我们的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
动。今年端午节，“先锋模范”小
分队带着亲手包的粽子慰问保洁人
员，小分队队长陈美芬说：“保洁
人员天天清洁村庄很辛苦，我们要
献上自己一份心意。我是一名党
员，更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为
庆祝建党百年，志愿者们自编自导
自演了一系列节目，为村民献上精
彩的文艺演出。

通过一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越
来越多外来务工人员加入“敬畏崇
德”文明使者志愿者队伍，来自安
徽的李猛就是其中一员。他如今是

“能量传递”小分队队员，劝离流
动摊贩、参与汶骆路两侧卫生整

治、铲除牛皮癣，李猛用实际行动
建设“敬德新家”。

据悉，“敬畏崇德”文明使者
志愿者队伍已有 133 名队员，其中
有初中学生，也有古稀老人。队伍
每周两次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截

至目前已开展活动 120 余次，参与
者 1100 人次。

“只要其他村 （社） 需要，我
们文明使者志愿者队伍一定鼎力相
助，让更多人感受到‘敬畏崇德’
的品牌力量。”杨斌辉说。

镇海骆驼“敬畏崇德”文明使者扮靓乡村

敬德村志愿者看望结对老人。 （陈美芬 沈孙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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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晚，慈溪市桥头镇
五姓村毛家大屋的“周周演”
如期而至。村民们围坐一堂，
欣赏该镇文艺志愿者表演的
戏曲选段《状元荣归》。“我们
通过‘桥头分’小程序发布演
员招募令，召集戏曲爱好者自
导自演名家选段，并在网上预
告每周表演曲目，方便村民们
观看。”志愿者余亚芬说，“桥
头分”不仅丰富了大家的业余
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彼此
的距离。

慈溪是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县（市、区）之一。去年以来，
该市桥头镇全面深化改革，搭
建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乡村
数字自治平台“桥头分”，打造
贴近村民的数字化应用场景。
“通过‘点一点、扫一扫、说一
说、拍一拍’的形式，村民登录
平台参与民主评议、志愿服
务、在线学习等活动获得积
分。”桥头镇党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桥头分”以党建为引
领，推动政府导治、村民自治、
平台数治“三治联动”，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能。

“环境卫生打扫临时小工支出
300 元，办公采购 A4 打印纸 100 元
⋯⋯”近日，“桥头分”发布新一
期五姓村财务报表，吸引不少村民
关注。“以前，这类信息只在村务
公开栏发布，传播效果有限。现
在，村民在网上监督、评论，督促
村 务 运 行 更 加 公 开 、 规 范 、 透
明。”五姓村党委书记毛佳文说，

“桥头分”投用后，村干部与村民
加强了信息沟通，让村里大小事

“看得见、管得着”。
如何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这是桥头镇干部一直思考的问题。
“桥头分”的出现，为“解题”指
明了方向。在毛三斢村，村民登录
该平台，点击活动板块，就能参与
公益活动。“通过‘桥头分’，我们
可以报名参加镇村组织的大活动，
还可以参与村民自主发起的小活
动。”村民余燕平说，每周一至周
五交通早晚高峰，20 多名经平台

组团的村民会在桥头镇实验学校附
近路口“上岗”，协助交警引导车
辆有序通行，为学生出行撑起安全
伞。

在“桥头分”引导下，桥头居
民践行“光盘行动”，餐饮商户争
当“文明标兵”。每逢节假日，该
镇志愿者走村入户，号召大家争当
勤俭节约的“模范生”。笔者在桥
头镇金刚饭店看到，入口处贴着醒
目的扫“甬行码”提示单，每张餐
桌上有数套公筷公勺。“创建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我们也要出一份
力。”老板娘何利冲说，她和店员
根据客流量采购原料，避免食材浪
费，“如果客人打来电话订餐，我
们会提醒其适量点餐。餐后，会提
醒客人打包剩菜剩饭。”

盘活闲散地，改变脏乱差面
貌，是推进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常态
化的一道难题。今年 3 月以来，桥
头镇发起闲散地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形成村干部带头整治、志愿者
积极响应、社团组织支持、村民认
领闲散地、“桥头分”积分奖励的
闭环治理模式。“通过前期排摸梳
理、意见汇总，我们村将 7 块闲散
地作为首批改造样板。”毛三斢村
村民史玉梅说，经过大家共同努
力，这些闲散地如今已变成村庄景
观节点。现在，每块闲散地已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有专属管理员。

今年，“桥头分”还通过区块
链技术和特定算法，生成“村民信
用分”，并与“天一分”打通，用
于社会评价和金融惠农服务，形成

“共治+共富”的基层治理格局。
“现在，村民可以在‘桥头分’线
上积分商城兑换商品，还能将信用
分用于招工、小微工程承包、贷款
授信等。”桥头镇干部陈静告诉笔
者，“我有话说”板块升级后，增
加了信息交流、服务互动等功能，
日均活跃用户超过 6000 人。

线上线下联动 激活乡村治理“神经末梢”

桥头镇乡村美景。（孙丰立 陈章升 摄）

“桥头分”志愿者参
与美丽乡村建设。

（陈章升 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