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面的垃圾、河面的漂
浮物、田间的废弃物、庭院的
堆放物……曾几何时，这样
的场景在农村习以为常，且
屡禁不止。

改变农村的环境面貌，
归根到底，要改变人的精神
面貌。

2016年，宁波创新提出
农村文明示范线创建，把一
定区域内地域相邻、文化相
近、生态相似、经济相融的村
镇连起来，将文化、文明、生
态、产业、旅游等要素融于一
体，连点成线、以线带面。

大家看到的是“步步有

风景”，事实上，农村文明示
范线建设的“大目标”是“处
处有文明”。

举个简单的例子，随着
农村文明示范线创建的推
进，河埠头被取消了、志愿劝
导跟上了、“不在河道洗衣
物”也被纳入村规民约了
……村民的环保意识自然加
强了。

如今，67条文明示范线，
串起了400多个如珍珠般散
落在山区、平原、海滨的文明
村落，宁波乡风文明建设从

“盆景”变“风景”，有力助推
了乡村振兴。 记者 石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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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之笔”绘就“全域文明之城”
2021年 12月27日，余姚市临山镇邵家丘村的官微“美丽邵家丘”里，

“邵家丘村2021年12月份发票公示”如约而至。
自2015年 12月开通以来，这个“史上最无可读性”的官微坚持每月推

送“发票公示”，包括当月的每一张发票和每一笔往来账目。
以近乎“苛刻”的方式实行财务公开，正是邵家丘村“以德立村，诚信致

富”的写照。
这也成了宁波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一个最典型缩影。实现城市文

明和农村文明一体发展、相互促进，是宁波文明创建的“大局观”。在打造
“全域文明之城”的过程中，宁波有哪些“点睛之笔”？

深挖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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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规则，实行“道
德积分”。

每年通过自我评分、村民
小组评审和联评小组评分，

“道德积分”达到一定标准，可
获得银行免担保贷款、利率下
浮等优惠，有效解决村民创业

“融资难”的问题。
当勤劳致富、敬老爱幼、邻

里和睦、夫妻恩爱、助人为乐、热
心公益……这些原本“无形”的善
行义举变成“真金白银”，村民们
的积极性被激发，精神面貌也随
之得到改善。

通过各种形式的道德信
用建设，来推进乡风文明，在
宁波乡村已经遍地开花。

在鄞州区云龙镇上李家
村，实施不到两年的“道德红
黑榜”收效颇丰：通过公开透
明、公平公正地奖励“文明”，
惩罚“不文明”，使得“文明”成
为村民的一种习惯。

基于“道德红黑榜”总结
而来的“乡村德治20条”，目前
已经在宁波得到推广。

无论是“道德银行”，还是
“道德红黑榜”，将党委政府的
政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变成村民听得懂、愿意听的村
规民约，是推进乡风文明不可
或缺的重要举措。

激发文明素养

先来看一个数据：2021
年“十一”长假前，网络平台
上“葛家村文化体验游”预订
量超过一万单。

从名不见经传到“ 顶
流”，位于宁海大佳何镇的葛
家村只用了短短不到 3年。
2019年 4月，中国人民大学
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带领
团队来到葛家村，开展“艺术
振兴乡村”实践。

葛家村仅仅是一个开
始。在过去3年里，借助“艺
术振兴乡村”模式，宁海各地
值得“打卡”的“网红村”，像
竹文化村、武术文化村、爱情
村等，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
穷。

如何避免“昙花一现”，
将“网红村”变成“常青树”，
让村民真真正正有所收获？

葛家村作为先行者，通
过艺术家驻村，充分挖掘村
民的“隐藏技能”，让他们充
分参与到乡村改造和建设中
来。

因为“功夫奶奶”而被外
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社
交媒体发布、点赞的宁海大
佳何镇涨坑村，则从一开始
就尝试将“产业植入艺术”，
把整个村庄作为一个IP来打
造。

当艺术“照进”生活，给
村民带来的不止是物质富
裕，还有精神富有。

丰富精神家园

临近农历新年，看一场
“村晚”，已经成为宁波农村
不少村民的习惯。

以2021年为例，尽管“村
晚”从线下搬到线上，但在中
央、省市、区县20余家媒体矩阵
的“技术支持”下，由宁波11个
区县（市）、园区等30多家农村
文化礼堂进行准备的节目，把
原本只有一地一村才能看到的

“小欢喜”演绎成了“大联欢”。
宁波从2013年正式启动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到目前，
已实现500人以上的行政村
全覆盖。

通过整合部门力量，统
筹社会资源，通过“送文化”与

“种文化”结合，这些矗立在田
间地头的文化新地标“活”了
起来，不仅是村民休闲娱乐的
去处，更被打造成为集思想道
德教育、文体娱乐、知识普及
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成为展
示文明宁波的亮丽名片。

弘扬尊老美德

尊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提升乡风文
明的一项重要内容。

位于奉化区西坞街道的
蒋家池头村老龄化程度很
高，800多人中老人占了近三
分之一。从 2017 年 7 月开
始，村里办起了老年食堂
——孝膳堂，解决75周岁以
上独居老人、残疾人及80周
岁以上老人的中餐和晚餐。

自孝膳堂成立以来，由
70余名女同志组成的和美志
愿者服务队承担了“买汰烧”
的日常工作。同时，为了让

老人们吃得更健康，她们还
到处搜罗养生菜谱，每天三
菜一汤荤素搭配，菜品3天不
重样。

运行至今4年多，孝膳堂
早已形成一套完善的“五个
一”运作模式：一个管理小
组、一套工作流程、一块菜
地、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一本
明细账本，不仅提升了老人
的日常饮食品质，也保证了
农村老年食堂的长期运转。

目前，该运作模式已逐
步在奉化推广，成为奉化农
村居家养老的一大品牌。

创新示范线建设

村晚，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资料图
片）。

道德银行，将善行义举变成“真金白银”，改变村民的精神面貌（资料图片）。

宁海葛家村，艺术照进生活，给村民
带来的除了物质富裕，还有精神富有（资
料图片）。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