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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有几颗星？”近段时间，贵
州省修文县一些乡亲见面，有时会
问上一句。人们谈论的，是“星级
文明户”评选。

在修文县龙场街道沙溪村上田
坝组，很多屋外都挂着“星级文明
户”标识。58 岁的吴光华家也有，
并且和“光荣之家”的荣誉牌并列。

勤劳致富星、垃圾分类星、不滥
办酒席星、无秸秆焚烧星、无违规
建房星……记者看到，在这块红色
的小牌子上，总共有十项内容。“我
有九颗星。”吴光华笑着说，接下来
他还想把公益奉献星也得到。

今年初，看到村里入选县级乡
村振兴示范点后，面貌焕然一新，
吴光华开起了农家乐。由于山清水
秀、交通便利，每到周末，沙溪村便
成了县城居民的“后花园”。

“来自助烧烤的人最多”“外出
打工的好多回来做小生意”“夏天
是旺季，干几个月顶过去一年”……
在村干部的口中，当地乡村旅游的
热闹场景活灵活现。

因为皮肤黝黑、办事得力，从
龙场街道下派到村里工作的干部
杨 春 被 大 家 亲 切 地 称 为“ 黑 脸 包

公”。他觉得，群众的物质生活好
了，精神追求也要跟上。今年县里
大力评选“星级文明户”，他们率先
进行了探索。

“首先是老百姓自评，然后是村
支两委组织人员进行他评，最后是
公示公告、兑现奖惩并动态管理。”
杨春说，被评为“十星级文明户”，
街道党工委书记要上门授星挂牌；
七星级以上的文明户，还会发放 20
元至 50 元不等的生活用品作为奖
励。

据了解，截至目前，修文县已有
5957 户群众参与“星级文明户”评
选 ，评 出 的“ 十 星 级 文 明 户 ”达 到
609 户 。 为 大 力 开 展 农 村 移 风 易
俗，下一步，当地还将把评选活动
与企业招工、产业分红等挂钩，更
好吸引群众主动参与“唱主角”。

“小评比”触动观念转变。在村
民们的眼中，前些年高考结束后，
为孩子升学办的“状元酒”比较多，
人情负担重，而现在大家再也不用
担心，因为“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其 他 不 办 ”的 理 念 已 经 深 入 民 心
了。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记者 付君兰

“起飞啦！”伴随着“嗡嗡嗡”的声
响，植保无人机在无为市赫店镇黄墩
村无人机机手水志浩的操作下，稳稳
地飞向了青葱的稻田，不一会儿，雾
状的药水精准地喷洒在水稻上。据
介绍，这台无人机可实现日均喷洒农
药500亩、播撒肥料300亩。

“以前一亩地人工喷药要 1 个多
小时，现在几分钟就搞定，真的太给
力了。”水志浩兴奋地说，这台务农

“黑科技”是今年 1 月 13 日黄墩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新农专业合作
社成立时添置的智能水肥一体化设
施之一，不仅提升了自家合作社产业
智能化、集约化、精准化水平，还在上
半年为 12 户村民 500 余亩农田提供
撒播、施肥、施药等系列服务，为合作
社增收 5 万元，开辟了增收致富新路
径。

“对农业生产资料统购统销”“借
助电商平台打造‘赫中黄墩’品牌”

“采购农机具进行租赁”“组织党员干
部组建科技服务队”“承接小型公益
性项目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如
今，在黄墩村，处处能感受到干群摩
拳擦掌，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
富民强村的热劲头。村党总支书记
钱扬荣自信满满地说，今年村集体收
入有望达到80万元以上，带动120余
名村民增收。

黄墩村位于无为市无城镇西北
部，2010年以前黄墩村集体资产负债
高达 47 万元，赫店镇党委看中了在
外经商创业的钱扬荣，看准了他有头
脑、有干劲、有情怀。2010年5月，钱
扬荣返乡担任黄墩村党总支书记。
他借着黄墩区位的优势，主动带领村

“两委”干部流转土地、加强基建、整
治环境、“双招双引”，累计流转土地
1200 亩，清淤扩挖当家塘 40 多口，建
设道路绿化、亮化、美化工程 14 公
里，先后引进芜湖秋歌农业、五鑫苗
木花卉、芜湖禾森食品、无为列发冬
桃、安徽玺莲生态等企业，初步形成

“四园一基地”产业布局，农业产业发
展势力强劲。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到 51 万元，成功步入“强村”队
列。

今年，黄墩村成为芜湖市首批15
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试点村之一。
打了一个漂亮翻身仗的黄墩没有躺
在过去成绩单上裹足不前，而是再次
以此次试点为契机，重振旗鼓开启

“二次创业”，为实现乡村振兴趟新
路。

领办合作社，党组织是核心。村
党组织书记依法担任合作社理事长，
村“两委”班子其他成员与合作社理
事会、监事会成员交叉任职，把党组
织工作全面融入到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中。党员率先加入合作社，做给群
众看、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为
动员村民积极入社，黄墩村组织 52
名老党员、老干部，带头分片包保群
众，挨家挨户动员宣传 600 余次，发
放《入社邀请函》210 张，与群众算好
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成功动员32
户群众自愿出资加入合作社。

“经过多次党总支会议研究和村
民代表大会的商讨，我们外出考察学
习了 3 次，确立了‘一目标、双增收、
三步走’的发展思路，即瞄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村集体和群众

‘双增收’，按照建设‘四园一基地’、
推进‘接二连三’、实施‘抱团发展’的
步骤，重点从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着
手，走出一条产业振兴、共同富裕之
路。”钱扬荣告诉记者。目前，新农合
作社主要围绕资产盘活、农事服务、特
色农产品销售，逐步扩大经营范围。
现已整合开发2000立方米冷库、1200
平方米厂房等资源，租赁给企业生产，
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16.2万元。整合
专项资金 120 万元，购买农业生产机
具进行租赁，实施生产生活资料“统购
统销”，让利于民，切实为群众提供“低
买高卖”的暖心服务。依托黄墩村手
工挂面、特色果脯等农特产品资源，建
设特色产品展厅，注册“赫中黄墩”品
牌，推出特色产品大礼包，设置品牌
统一、品质优良的农产品套餐，借助

“濡家味”电商平台，探索“合作社+
电商”新型营销模式，推动更多农产
品走出赫店、走向全国。

十颗星里的乡风之变

黄墩村：
支部领办合作社
富民强村路更宽

大同村一角大同村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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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事连连看村事连连看

一走进大同村便让人眼前一亮。柏油路面
宽阔平整，延伸到村庄的各个角落，路两旁的民
居窗明几净，房前屋后鲜花盛开。眼前如画的景
象让人很难相信，几年前，这里还是垃圾遍地、污
水横流、蚊蝇四起的状况。

大同村位于无为市开城镇南部，全村总面积
7.06平方公里，耕地确权面积6394.75亩，辖28个
村民组，居民1262户，户籍总人口4396人。近年
来，大同村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整治村庄人居
环境，打造“绿色生态 宜居大同”品牌，先后荣获

“2021年芜湖市人居环境示范村”“2020年安徽省
级乡村治理示范村”荣誉称号。

“1238”让环境大变样

村民马桂香家就在村道边，由于儿子一家在
外务工，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平时只有马桂香和
老伴两人住。一进家门就会发现，家里收拾得干
净整齐，宽敞的厨房更是被60岁的马桂香打理得
一尘不染。“以前，大家都把污水和垃圾随便倒在
门外，门前路上又脏又臭。现在环境这么美，大
家也变得自觉了。”马桂香笑着说，“环境变好了，
住在村里，心情很舒畅。”

据大同村党总支书记丁勇介绍，探索建立
“1238”工作机制，从人居环境入手，全力推进农
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让大同
村的环境彻底变了样。

所谓“1238”，是开城镇大力实施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在大同村先行试点建立的一种工作机

制：“1”即围绕“一个中心”，搭建严密的组织
体系。成立镇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村民代
表、五老乡贤担任组员。并建

立了镇农村垃圾治理和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调度会议、
督查通报等工作制度，每
月至少开展一次“四不两
直”检查、考核，形成齐
抓共管的工作局面；“2”
即落实“两个保障”，提
供有力的财力支撑，设立
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
保证专款专用，2021 年下

半年共投入30余万元，配备7
个垃圾分类亭、114个垃圾桶和

8 辆垃圾收集车。并确保环卫工
人每月实际到手工资由以前的

500-800 元 提 高 到
1300-2200 元 ；“3”

即打造“三支队
伍”，建立长效

管护机制。

公开招聘全日制环卫工人9名，聘请8名兼职保
洁员，有效解决了环卫队伍“年老体弱、作业不规
范”等问题；联系帮扶单位志愿者，组建人居环境
志愿服务小队，开展清洁家园系列活动。成立人
居环境整治督查考核组，由驻村工作队队员组
成，实行月评比、季小结、年总评，评比结果与环
卫工人绩效挂钩；“8”即全村划分“八大网格”由
网格员专人负责，设立127个分类收集点，引导村
民自觉维护村内公共卫生，主动履行“门前三包”
责任，完善“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理”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

该村去年投入38余万元，清理垃圾80余吨，
拆除无功能建筑 24 座，实现散落垃圾和鸡鸭散
养现象明显减少，道路更加整洁，环境更加优美，
群众幸福感、满意度显著提升……如今，“绿色生
态、宜居大同”品牌已深入人心。

“美化、绿化、硬化、亮化等‘四化’已经完成，
我们村现在道路整洁、庭院美观、四季花开。”丁
勇说。

解决群众所思所盼
提升村民幸福指数

除了环境大提升外，大同村以深化“一改两
为”为载体转作风，建立大同村“月聊会、月办结、
月反馈”机制，切实解决群众所思所盼。

“我们建立了‘月聊会’制度，固定每月15日
召开一次党员群众座谈会，畅通群众建言献策渠
道，向优秀党员、村民代表、致富能人问计问需。”
丁勇说，在“月聊会”的基础上，该村还建立了村
干部“联系群众、包保问题”机制，已有效解决农
网改造、沟渠疏通、人居环境、改水改厕等各类问
题120余件，回访群众满意度高达90%以上。

该村还建设了村史馆，详细介绍全村的历史
沿革、红色精神等，通过挖掘“南国英雄”花国友、
百岁老人为新四军纳鞋底等等一系列红色故事，
整理反映农耕文化和乡村社会发展的老物件、老
技艺、老照片及组织人员编撰村志，记录乡村历
史、地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迁。目
前，村史馆已成为党员干部、青少年、农民群众接
受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全年接待参观人数超
1200人次。

环境美观，文明之风兴起，也给大同村带来
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近年来，一些居住在外的
村民开始“回迁”。“我家几位亲戚，早年去了南京
等地居住，但去年回来看到村里的环境后，已经
决定搬回来住了。”村民吴可说。在外地工作的
村民丁玉林，在了解到家乡的变化后，主动帮助
村里引进了优质水稻，开展订单农业，今年已经
试种了200亩，计划明年推广到1000亩。

“我们还将重点攻克改厕、污水治理和生活
垃圾资源化等难题，进一步擦亮‘绿色生态，宜居
大同’品牌。”丁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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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红色基因的村史馆赓续红色基因的村史馆

村规民约已成为百村规民约已成为百
姓的自觉行为姓的自觉行为

干净整洁的大同村干净整洁的大同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