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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可读性”的官微

7 月 7日下午 1点 43分，邵家丘村
的官微——“美丽邵家丘”推送了一条
最新消息“邵家丘村 2020 年 6 月份发
票公示”。

在这个追求流量的时代，“美丽邵家
丘”可能是“最没有可读性”的官微，自
2015年12月开通以来，绝大多数推送内
容是每个月的发票公示，包括每一张发票
和每一笔往来账目。

以这样一种近乎“苛刻”的方式实行
财务公开，是因为黄宝康对“人无信不立”
这五个字有切身体会——

如今的邵家丘村是2001年由邵家丘
村、沈家丘村和哑潭村三个自然村合并而
来。之前的1999年到2001年，黄宝康是
邵家丘村（自然村）的村支书。

黄宝康从1994年开始办厂，算是“先
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当村支书后，他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里给的一年工资
加补贴，共计一万余元，分给村里百来位
80岁以上的老人。

没想到这事引起的“震荡”多年后仍
未消散。2004年，合并后的邵家丘村党
总支面临换届选举。黄宝康的名字不仅
被再度提及，更是被寄予厚望。

事隔16年，黄宝康仍清楚记得，换届
选举当天，他是以全票当选。事已至此，
面对众人的殷切期望，他决定：干！

上任伊始，黄宝康遇到一件棘手的
事：村里筹集了400余万元，打算在当时
比较落后的哑潭片区修一条1公里长的
水泥村道。因为对村干部不信任，有11
户村民不让施工车从自家田埂经过。

“我到你家坐坐，听听你的想法。”听
黄宝康这样说，11 户村民心里是没底
的。过往的经历让他们觉得，村书记怎么
会到自己家来。没想到，晚上7点刚过，
黄宝康真就上门来了。

“黄书记，我们对修路没意见，就想看
看村干部是不是说话算话。既然你真的
来了，那就开工好了。”村民说。

颇具戏剧性的一幕，不仅让黄宝康感
受到村民的淳朴、善良，也让他更加坚定
了诚信为本，竭诚履职的信念。

“道德银行”
凭啥在邵家丘村落地生根？黄宝康黄宝康：：““诚信诚信””就像就像““饿了要吃饭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困了要睡觉””一样习惯成自然一样习惯成自然

从不信任的压力
到信任的压力

黄宝康的以身作则，让村民切
切实实获益的“道德银行”，彻底扭
转了邵家丘村村民对村干部不信任
的局面。

不过，对于今年58岁的黄宝康
来说，不敢“躺”在这份“信任”上：

“如果说以前村民不信任我们，我们
有压力；现在村民信任我们，我们同
样有压力。”

何以解压？“光靠我一个是不够
的，必须建立一支让老百姓信任的
队伍。”

过去，不少村民习惯将垃圾放到
河边樟树下焚烧，屡禁不止。一次党
员大会上，黄宝康忍不住“开骂”：“你
们这些党员每天在干什么？”

坐在台下的党员王新祥听不下
去，散会后主动跑到焚烧垃圾的村民
家中做思想工作。

2016年，黄宝康将全村795户
村民划分为30个“网格”，选出人头
熟、情况明的村民代表、党员骨干义
务担任“网格长”，要求做到村里大大
小小的事24小时内必须有了解。

同时，30个网格还组建了30个
微信群。黄宝康承诺：村民在群里反
映的事，“2个小时内有回音，24小时
内解决好”。

6月 28日早上 6点多，村民沈
彩娟发现自家的葡萄田积水30多
厘米，在群里发了求助信息，村主任
带领小工马上到现场处置，不到两
个小时，堵塞的排水管得到疏通，积
水退去。

自我“加压”，换来的是2019年
村干部通过微信网格群就及时回应
解决村民诉求150余件，满意率实现
100%；近三年测评中，村民对黄宝
康的满意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
其他村干部的满意率也均保持在
7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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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了方法”的
“道德银行”

这次，“东西部扶贫协作专题培训班”来
邵家丘村“取经”，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看
看“道德银行”是如何运转的。

“道德银行”将道德积分纳入行业信用体
系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2012年，邵家丘村作为余姚市“道德银
行”首个试点村，为每户家庭建立道德积分档
案，并列出“遵纪守法”“热心公益”等4大项
15条规则，每年进行道德评定。道德评定优
秀的家庭可获得银行免担保贷款、利率下浮
等优惠。

村民陈明桥是“道德银行”首批信用贷款
的受益者之一。

从前，他靠打零工、做农活为生，缺乏固定
收入。2012年，他成功从“道德银行”贷款5万
元种植6亩葡萄，如今年收入已有近30万元。

在邵家丘村得到成功实践的“道德银行”
在宁波全市推广，并获得省委书记车俊，省委
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朱国贤等领导先后批示肯定。

“以德换金”，凭什么在邵家丘村落地生根？
“献爱心也好，讲诚信也好，道理大家心里

都明白。只是光呼吁大家要讲道德、讲价值观
太抽象，还是要把它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黄
宝康说。

2008年，黄宝康带领村干部花费6个月
时间走遍全村795户人家，为每户人家建立
电子档案，实行动态管理。2010年，邵家丘
村正式提出“以德立村”的口号，并成立了“老
年爱心基金”，每年重要的节假日，还有老人
生日，村里都会上门慰问。同年，邵家丘村还
推出了“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还大张旗鼓搞
了现场颁奖仪式，当着全村人的面给“好婆
婆”“好媳妇”发红包。

“谁不愿意当众受表扬？”黄宝康“利用”
的就是人的这种心理。

“困难群众帮扶基金”“孝德基金”“党员
关爱基金”“老年爱心基金”“单亲儿童基
金”……在邵家丘村，关爱弱势群体的基金
陆续建立，“做好人，讲道德”在村民中蔚然
成风。

水到渠成，“诚信为本”的意识自然而然
在村民心中生根发芽。

7 月 7 日下午 2 点，两辆大巴车
开进余姚市临山镇邵家丘村。车上
坐的是来自贵州兴义的“东西部扶贫
协作专题培训班”的60余名成员，其
中大多数是当地各村的驻村第一书
记。

在邵家丘村“道德馆”转了一圈，
他们想知道，这个在介绍中“以德立
村，诚信致富”的村子，究竟是如何从
无形的诚信中挖掘出巨大的能量？

“道德馆”一角，邵家丘村党总支
书记黄宝康笑眯眯看着大家掏出手
机拍照“偷师”。正是他，在过去 16
年里和村民一起，将“诚信为本”四个
字，变成像“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
觉”一样习惯成自然。

7月7日，“东西部扶贫协作专题培
训班”成员在邵家丘村“道德馆”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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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康（右）在党员何建良家中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