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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笑然

夏末秋初，微风送爽。走进林西县大营子乡繁荣村，可见

村舍俨然、道路干净、家家户户整洁如新。“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创造整洁的生活环境”的标语十分醒目，这里美丽宜居的农

村新面貌，是乡亲们自觉在维持。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其中，治理有效在诸因素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几年，繁荣村连续被评为“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为进

一步提升基层自治能力，提高群众自律意识，打造生态宜居的

美丽家园，今年 3 月份，村里建立了有害垃圾积分超市，成立了

有害垃圾积分制管理小组，利用积分制规则，提高村民主动参

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让村里事变成家里事，更好助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文明、宜居新乡村。

在繁荣村党群服务中心的院子里，整齐摆放着分类明确的

垃圾桶，村民杨少良和李慧琴正将收集的几大袋垃圾进行交

付，工作人员一边清点一边记录，按照有害垃圾兑换积分办法

为他们兑换积分，拿到积分卡后，他们便可以根据积分面值在

积分超市直接兑换商品。杨少良是村里的公益岗保洁员，平日

打扫街路卫生之余，也会收集一些有害垃圾。“以前的农药瓶等

物品，大家用完随手就扔了，现在都很自觉，自己就收起来了，

田间地头也看不见垃圾了，环境卫生越来越好。”杨少良说。

积分制管理小组人员根据村民需求，通过村集体经济收入

购买、帮扶单位或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等方式，保证积分超市商

品的多样性。村民们用积分卡可以兑换生活用品、果蔬粮油、

药品，甚至是孩子的写字本，村里超市、药店、果蔬店的大门随

时敞开，只要需要，皆可兑换，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如此一来，积分制的方式不仅节约了管理成本，也提升了治理

效能。

即便没有实施积分制以前，繁荣村也连续几年被评为“人

居环境整治示范村”，环保意识和自律意识已然成为村民们的

自觉行为。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如今的繁荣村在乡村治理方面

有了更显著的成效。下一步，繁荣村决定扩大积分制范围，建

设 信

用 体

系 示 范

村 ，内 容

涵 盖 村 民 日

常生活表现的方

方面面，尊老爱幼、助

人为乐、见义勇为等行为都将纳入 信用体系建设。村党总支

书记梁向东介绍：“村民们对积分制的反响很好，目前示范村信

用体系建设工作正在筹备中，我们村也是林西县唯一一家开展

此项工作的。通过大数据记录每家每户的信息，用分类评比和

星级评定的方式形成激励机制，表现好的家庭还可以兑换现金

奖。同时，还能通过扫描二维码查看每家每户的基本情况和奖

惩情况，不但提升了老百姓的自治能力，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

围的村民，鼓励大家比学赶超，携手共建文明有序的乡村风貌。”

如今，繁荣村村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自治热情不断被

激发，农村人居环境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提上了新高度。

繁荣村荣村：：
垃圾有归属 积分换繁荣

□记者 高洋

“邻里团结无矛盾积 10分、庭院内干净整洁积 5分、参与新

时代志愿服务积 5 分、种植土地 20 亩以上积 10 分、养殖肉牛 2
头以上积 20 分、获得市级荣誉积 100 分……”巴林左旗隆昌镇

古北口村的“道德银行”，积分制度详细明确、奖惩分明、易于实

践，每一名村民都是这里的“储户”。

“道德银行”仿照银行形式，把村民的良好道德行为以积

分形式“储蓄”起来，村民可以把积分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商品。

古北口村结合村情、立足实际，启动“道德银行”建设，把“道德

银行”作为弘扬时代新风、深化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以家庭文

明积分为抓手，营造“做好人有好报、讲道德有回报”的浓厚氛

围和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良好风气，成为引领和弘扬时代文

明新风的有力抓手。

走进村民王远龙的家里，院落宽敞整洁，屋内窗明几净，充

满了朴实幸福的气息。王远龙一家是村里的乡风文明示范户，

更是“道德银行”的储蓄大户。

“好乡风一直是我们古北口村的一大亮点。这些年村子越

建越好，村民富裕了，道路平整了，环境优美了。看着村子越变

越美，我认识到自己也有义务维护家乡的美好环境，便把家里

从里到外拾掇干净，只有人人管理好自己的小家，才能把乡村

这个‘大家’建设好。”62 岁的王远龙说。除自家房前屋后外，

附近的公共区域也被他划入自己的卫生辖区，这番举动引来了

街坊四邻的纷纷效仿。久而久之，整条街都焕然一新。

王远龙在村里德高望重、有口皆碑，平时还是个文艺爱好

者，几年前凭着自己的号召力组建了一支秧歌队，吸引了不少

村民加入。他还自掏腰包购置了服装道具，组织训练演出，丰

富了文化生活，增进了邻里感情，树立了文明乡风。秧歌队越

办越红火，经常接到商演邀请，健身娱乐的同时，还为队员们带

来了额外的收入。如今，这支队伍已有近 60 名成员，成了古北

口村的一面文艺旗帜。

在“道德银行”的影响下，古北口村涌现出了越来越多像王

远龙这样的标兵模范，乡村文明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基层领

导干部思想观念、工作方式和工作质效也得到了转变和提高。

村“两委”在基层治理中找到了新抓手和新平台，把道德感化、

法治教化有机结合，干群关系得到了有效改善，村“两委”凝聚

力和向心力大幅增强。

“道德银行”充分激发了村民自我治理的激情与热情，主人

翁意识明显增强，由懒于参与村级事务转变为主动献智献策，实

现了从“旁观者”向“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形成了全民参与、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基层治理向纵深发展。截至目前，

全村 8 支志愿服务队共进行志愿活动 42 次，参与人数 160 余人

次，累计服务群众1500余人次。

古北口村：
“道德银行”让乡村文明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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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明 通讯员 邢鹏飞

一进福合元村，顿感走进了绿色的世界，庄稼是绿的，山是

绿的，水也是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85%以上，村民真正生活在

天然氧吧里。

村子不大，660 户、1660 口人，是喀喇沁旗美林镇的一个行

政村，主导产业是肉牛养殖，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家家户户

都养牛，最多的养殖五六十头，现在全村基础母牛存栏 2100
头。

记者在村民康保成家的养牛场看到，共有大小 52 头牛，其

中基础母牛 30 头，都是他父亲一人在照料，牛场基本实现了机

械化，添料、清粪等都由机器完成。

康保成说康保成说，，养牛比较稳当养牛比较稳当，，只要好好养就能赚钱只要好好养就能赚钱，，他家每年他家每年

养牛纯收入十五六万元养牛纯收入十五六万元。。今年他又种了今年他又种了 6060 多亩玉米多亩玉米，，除留够除留够

牛饲料外牛饲料外，，还能外卖上万斤还能外卖上万斤。。

康保成很有头脑，养牛之余还干点建筑活儿，附近村民盖

房搭屋、修建棚圈等，他都能应对，这方面收入占他家总收入一

半以上。

福合元村山多树多福合元村山多树多，，有一种药材叫苍术有一种药材叫苍术，，生长在森林里生长在森林里。。

村民将其移出来大面积种植村民将其移出来大面积种植，，现在全村已种植现在全村已种植 260260 多亩多亩，，三四三四

年后出药年后出药，，亩均收入可达三四千元亩均收入可达三四千元。。

产业富民产业富民，，福合元村养殖业收入超过了种植业福合元村养殖业收入超过了种植业，，为养而种为养而种，，

村民不再被绑在庄稼上村民不再被绑在庄稼上，，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一次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一次升级。。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村里种植暖棚村里种植暖棚 44 亩亩，，年收入年收入 22 万多元万多元。。

去年去年，，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 1400014000元元。。

福合元是个平安和谐的村，乡村治理卓有成效，在建设“数

字乡村”上也走在了前面。路口、垃圾转运点等 14 个地点都安

装了摄像头，利用科技天眼来管理村庄。

青山绿水间青山绿水间，，文明新风吹文明新风吹。。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被充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被充

分利用起来分利用起来，，每年每年““五一五一”“”“十一十一””，，都搞大型活动都搞大型活动，，评选好婆婆评选好婆婆、、

好媳妇好媳妇、、

最 美 家最 美 家

庭庭、、最 美最 美

庭院和最庭院和最

美 网 格 员美 网 格 员 。。

活 动 搞 得 轰活 动 搞 得 轰

轰 烈 烈轰 烈 烈 、、有 声 有有 声 有

色色 ，，激 励 着 每 个 家 庭激 励 着 每 个 家 庭

和每个人和每个人，，弘扬了正风正气弘扬了正风正气。。

在农村在农村，，操办红白喜事历来是村民的一大负担操办红白喜事历来是村民的一大负担。。为此为此，，村村

里专门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里专门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利用村集体经济收入购买了锅利用村集体经济收入购买了锅

碗瓢盆碗瓢盆，，办事统一到村里办事统一到村里，，一次能省万元左右一次能省万元左右，，村民真正卸下了村民真正卸下了

这一包袱这一包袱。。

福合元村福合元村，，有福了有福了，，什么事都往好处奔什么事都往好处奔、、好处走好处走。。

福合元村：
为养而种，养牛走上致富路

□记者 志敏

暧 暧 远 人 村 ，依 依 墟 里

烟。记者沿着逶迤的乡路到达

三家村时已是下午 5 点，刚刚

雨过天晴，夕阳下的小村鲜亮

明丽，丛丛簇簇的树木花草随

清风摇曳，大片盛开的醉蝶花

格外引人注目，街路边的农家

乐古色古香，散发着浓浓的文

化气息。三家，喀喇沁旗王爷

府 镇 一 座 美 丽 宜 居 的 幸 福 家

园。

在三家村便民服务中心，

一块崭新的牌匾“内蒙古自治

区乡村旅游重点村”被摆放在

显眼位置，这是村党支部书记

张力 8 月 6 日在赤峰市首届乡

村旅游文化节上捧回的殊荣。

截至目前，赤峰市共有自治区

乡村旅游重点村 5 个。凭借生

态宜居的“颜值”担当，作为乡

村 旅 游 热 点 的 三 家 村 堪 当 此

名。

三家村位于喀喇沁旗王爷

府镇南部，距镇政府所在地 25
公里，以汉、蒙、满三个民族为

主。总面积 28 平方公里，森林

面积 31500 亩，耕地 3030 亩（水

浇 地 225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77.5%，有 13 个自然营子、10 个

村民小组，553 户、1347 人。属

于山区村的三家村山地多、平

地少，以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

为主导产业。这里群山叠翠、

林草茂盛、鸟语花香，河道溪水

潺潺，一年四季连绵不断，俨然

一 幅 舒 展 开 来 的 清 新 秀 美 画

卷。天然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

三家村一张靓丽名片。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

村全面提升及发展乡村旅游的

东风，不断建设中的三家村面

貌有了极大改观。2021 年，占地 15 亩，集餐饮、住宿、会

议中心于一体的三家村旅游接待中心投入运营；为美化

居住环境、丰富观赏内容，每年都精心规划种植 150 余亩

观赏花卉，打造花的海洋、绿的天堂；200余亩北沟果品采

摘园一年四季瓜果飘香，也是乡村游的一大亮点。

三家村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据介绍，清末蒙古族文

学家尹湛纳希在此工作过，其直系亲属曾居住在三家村，

村里现建有尹湛纳希雕像及简介壁画；清末贡桑诺尔布

王爷在职期间经常到三家村走访，宣传先进的思想和文

化；三家村具有古迹遗存，清驸马陵采石场遗址处怪石嶙

峋且形态各异，鹰窝沟石林雄伟壮观……这些都深深吸

引着四方游客。

赏花海奇石美景，品王府特色美食。在“老院子”农

家乐，主人正架锅起灶，准备迎接到此品尝土窑烤肉的客

人。“王府土窑烤肉”是三家村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

个农家乐推出的土窑烤肉，因其烤制的羊肉、羊排、土豆、

红薯、玉米、鸡蛋等食品别具王府传统风味，在赤峰、承

德、北京等地游客中享有盛誉，是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

名片。

发 展 乡 村 旅 游发 展 乡 村 旅 游 ，，让 全 体 村 民 参 与 其 中 并 共 同 致让 全 体 村 民 参 与 其 中 并 共 同 致

富富。。三家村现有旅游接待户三家村现有旅游接待户 1818 家家，，年接待游客年接待游客 1010 万人万人，，

年营业额年营业额 800800余万元余万元，，纯收入纯收入 300300余万元余万元，，增加就业增加就业 100100余余

人人。。

““赤峰市文明村赤峰市文明村”“”“赤峰市乡村旅游示范村赤峰市乡村旅游示范村”“”“赤峰市赤峰市

休闲农牧业与乡村牧区旅游示范点休闲农牧业与乡村牧区旅游示范点””……一个个荣誉……一个个荣誉、、一一

张张闪闪发亮的名片让这座小山村声名远播张张闪闪发亮的名片让这座小山村声名远播。。今天的三今天的三

家村正展示着蓬勃奔放的生命力家村正展示着蓬勃奔放的生命力，，勤劳淳朴的三家人正勤劳淳朴的三家人正

描绘着幸福生活的美丽图景描绘着幸福生活的美丽图景。。

三
家
村
：

山
庄
多
名
片
情
趣
在
天
然

美丽宜居三家村美丽宜居三家村。。 志敏志敏 摄摄

杨少良和李慧琴杨少良和李慧琴
在收集有害垃圾在收集有害垃圾。。

杨笑然杨笑然 摄摄

““道德银行道德银行””里琳琅里琳琅
满目的商品满目的商品。。 高洋高洋 摄摄

康保成家的养康保成家的养
牛场牛场。。 唐淑君唐淑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