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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唐卉庆 实习生 张一帆

两个动迁配套商品房基地建设，
蔷薇娄路延伸拓宽，中强路修复，平
改坡工程，居民小区楼道安装路灯，
镇域公交生态型站点建设，农村低保
家庭旧房改造，泖港幼儿园迁建，外
来务工人员居住中心和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建设……农历虎年新年未至，
泖港镇 2010 年实事工程计划早已一
揽子列出。惠农为民项目一出，这些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村中大事”引得
村民关注。

对于家乡近几年的发展，78岁高
龄的村民王进余可谓很有发言权。

“浦南的条件或许没有浦北好，但从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就能感到浦南的
发展速度还是蛮快的。”王老先生如
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去年镇里全新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所新建工
程、泖港汽车站（停车场）、绿地休闲
公园等设施都一一建起来，样样透着

新农村的新气象，光是这氛围就令人
非常欣喜。

“正在加紧建设的沪杭高铁就从
村边经过，加上万亩涵养林营造的良
好生态环境，看来今后乡村休闲旅游
还大有发展前景。”王进余说。“这儿
有城里没有的清新空气和优美的自
然环境，鸟语花香，是块宝地。”也有
村民说。他们的这个想法并不遥
远。结合松江南部新城规划和未来
松江浦江两岸开发，泖港镇已开始谋
划打造一条集生态、休闲、观光等功
能于一体的农业旅游观光道，为此，
去年对中厍路（新五支线）进行了全
线改造，总长约2.5公里。

“这几年泖港发展得很快，从村
里的道路就能看得出！不仅大路宽
敞平坦，白化水泥路还通到了农户家
门口，乡亲们下雨天赶路再也不会变
成‘泥腿子’了。”范家村村民金秀康
兴冲冲地告诉记者，近年来镇里的环
境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卫生、绿化方

面没话说，街道两旁店面店招统一，
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划分明晰，
整齐划一，看着就感觉身心舒爽；去
年村庄改造开始后，好多农宅的外墙
等都修葺一新，平顶房也加盖了屋
顶，白墙黛瓦，甚是好看。记者从镇
村镇办了解到，去年仅经济薄弱村道
路改造达 107.021 公里，改造危桥 60
座，总投资 4455.31万元，共涉及 13个
村；居民住宅平改坡综合改造工程
（南乐小区和天乐小区）耗资约380万
元。

听说今年政府还要继续投入资
金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金老伯立刻拍
手叫好。他说，现在泖港的农业特产
发展得不错，经济的发展对村镇的各
项改造提供了基本保障。“经济发展
了，农村面貌变化了，村民的精神生
活也会更加丰富。”金秀康同时也表
示，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
对困难家庭的补助力度，这些弱势村
民的“幸福感”也会增强。

本报讯（见习记者
干晔）在叶榭镇的几个
村里转转，一些村民家
门前挂着的“星级文明
户”的牌子十分惹眼。
向其中一户村民打听，
对方忙说着“等一下”就
闪进屋内，5 分钟后捧
出一个小奖杯给记者
看，上面刻着“叶榭镇星
级文明户”。“这是镇里
评的，这个级别更高。”
村民们告诉记者，村级

“星级文明户”的评选，
很早就有了，但从去年
起“升级”到了镇级。这
也是叶榭镇“迎世博600
天行动计划”的重点推
进项目之一。

“村一级的评比两年
前就陆续开展了，从去年
开始，我们觉得有必要在
全镇范围内推广。”叶榭
镇党委宣传科科长丁爱
丽这样告诉记者。

对于“星级文明户”
的创建有“十星”，内容
涵盖遵纪守法、环境卫生、家庭和
睦、邻里团结、计划生育、好学重
教、勤劳致富、关心集体、助人为乐
和见义勇为等十项。

“镇级的评选是经过各个村的
申报推荐，然后在村、镇进行公示
后，层层推选出来的，共评出 100
户，并有一个小奖杯作为表彰。我
们打算两年评比一次。”丁爱丽介
绍道。

据了解，在这一次的评比中，
叶榭镇的 13 个村和 3 个居委会都
有家庭“当选”，两年一度的镇级评
比也让村民们更为注重平时的言
行举止，将“十星”的内容作为一种
生活的准则来督促自己和家人，家
家户户“暗自较着劲”，在全镇形成
了一种良好的氛围。

本报讯（记者 李圆圆 通讯员
姚海云）已经种植6年大棚的香塘村4
组村民陆丽平，这几天开始忙碌起
来，虽然他种植的大棚里小番茄和部
分草莓已经透红，但是几个老客户订
单的电话却是一个接着一个。

在陆丽平的大棚内看到，翠绿的
小番茄叶枝中透出一颗颗鲜红的果

实，他种植的草莓和小番茄圆而光
亮，一般提早了半个月开始采摘，这
和他的科学管理是分不开的。据陆
师傅介绍，他专门请了种植师傅进行
管理，草莓的生长温度要控制在25摄
氏度，冬季保暖工作就显得尤为重
要。为了确保草莓和小番茄的生长
质量，陆师傅在种植时采用了加厚大

棚，大棚内搭建小环棚，同时地上还
铺设了地膜和稻草，有效地控制了小
番茄和草莓生长所需的温度、湿度。

陆师傅种植的草莓和小番茄每
年全部销售在当地市场，由于草莓和
小番茄色泽鲜艳、口感新鲜、质量保
证，深受许多老客户认可和广受消费
者的欢迎。

本报讯（记者 李圆
圆 通讯员 姚海云）记者
日前获悉，2009 年新浜镇
香塘村健全机制、规范操
作 ，将 低 保 工 作 做 得 扎
实、深入、公正、透明，被
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基
层低保规范化建设典型
单位”。

据悉，香塘村村委会
在低保工作中按照《民政
部关于开展基层低保工作
规范化建设活动的通知》
和镇民政部门的总体要
求，始终坚持“初审规范、
复查认真、工作扎实、服务
周到”的工作原则，严格按
照低保日常管理工作规
范，做到办公场所、人员、
制度三落实。工作人员熟
悉村困难村民的家庭基本
情 况 ，精 通 低 保 政 策 业
务。对困难村民的低保申
请及时受理，并坚持民主
评议、三榜公示。所有低
保对象情况及时录入电
脑，做到档案资料齐全，管

理规范。建立健全按季度定期核查
制度，做到了保障对象有进有出、补
助水平有升有降的动态管理格局，
初步实现了“健全制度、规范操作、
提高素质、改善条件、促进公开”的
目标，全面提高了低保管理服务水
平。

近年来，香塘村始终将农村低
保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积极探索，不断革新，先后制
定了低保审批、低保档案管理、低保
公示等制度，实现了低保审批过程
的公开、公平、公正，受到群众和上
级部门的好评。

本报讯（记者 裴麟麟）1 月 25
日一大早，车墩镇汇桥村村民杨菊
花就和其他 30 多名残障人员一起
赶到位于长溇村的阳光农场，挥锹
松土，做起了力所能及的农活。忙
碌了一上午，看着自己的劳动成
果，大家欣慰地笑了。

长期以来，农村大龄残障人
员因行动不便且没有一技之长，
在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不过车
墩的这个集阳光之家、阳光工
场、阳光农场、阳光农庄为一体
的残疾人实训基地为他们提供了
施展才能的舞台，目前已有 40 名
农村大龄残障人员在此踏上了工
作岗位。

“到阳光工场做计件手工活，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和体力，闲在家
里又没了收入。”阳光农场负责人
李伯明告诉记者，考虑到这批大龄
残障人员的特点，阳光农场为他们

“度身定制”了简单的农活，“农闲
的时候锄草松土，清洁农场环境；
农忙的时候在果园里采摘。都是
他们从小做惯了的活。”

每星期到农场上一两天班，既
不会过于劳累，又能兼顾些家务
活，每月还有几百元的收入，大家
对这份工作都很珍惜。不仅残障
人员做得开心，家里人看到他们能
自食其力，也很满意。“在互帮互助
中结交朋友，不少人变得开朗了。”
看着残障人员逐渐摆脱自卑、自
闭，李伯明喜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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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上两天班

车墩大龄残障人员
生活美滋滋

“三个“三个平台”，示范民主法治平台”，示范民主法治
——记“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泖港镇曹家浜村

□见习记者 干晔

“链条的力量在于环环相扣，
防范的力量在于人人尽责。”在距
离泖港镇曹家浜村村口不远处，你
就能一眼瞥见这样一条醒目的横
幅标语，让人瞬间就和曹家浜村日
前被评为第四批“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的事联系了起来。此次曹家
浜村作为全市“九强”、全区唯一一
个行政村，被司法部、民政部评为
第四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充
分显示了其在新农村建设上的特
色亮点。

“道德评议法庭”：
专管“鸡毛蒜皮”

村民陈老太太因为天热用电的
问题，与儿媳产生了矛盾。于是在
村老年活动室里进行了一场道德评
议的“开庭审理”。

“道德评议法庭”，是曹家浜村
打造道德评议平台的一大独具特色
的创意。由老干部和老党员做“法
官”来“审理案件”，专门为村民们处
理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事。那位陈
老太太与儿媳的矛盾，正是在评议

台的几位成员的调解下，得以圆满
解决，双方言归于好的。

据了解，道德评议平台成立 13
年，针对邻里纠纷、婆媳矛盾、赌博等
不良现象适时进行道德评议，已成功
处理过500多件纠纷，并在这一过程
中不断改进创新具体实施形式。

“村民议事平台”：
村民参事议事

在曹家浜村，还有一个让人眼前
一亮的景象：村里的房屋虽然式样、
新旧都各不相同，但是能显示出难得

的统一感。那是因为房屋的墙面都
进行了统一的颜色处理，勾画了统一
色彩的轮廓。这是村里为了解决农
民住宅新旧不一、颜色不同等问题，
而进行“彩化墙面”工作的结果。

据曹家浜村委主任介绍，起初，村
里做了白色、蛋壳青、晨紫色三种不同
颜色的样板房供大家选择。最终，村
民议事代表通过征求村民意见并讨论
后决定采用淡青色，“这是大家选出来
最喜欢的颜色，事情虽然不大，但我们
自己参与其中就觉得很有意义。”一位
村民代表这样表示。

通过村民议事平台，每一个村
民都可以参与到全村的民主管理中
来，让村民真正“参事议事”，针对涉
及本村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和
民生问题，都可以及时召集村民参
加会议议事。

民主法治建设：
贴近村民实际

除了“村民议事平台”、“道德评
议平台”，村里还有宣传教育平台，
以此让“法律进村入户”，形成学法
守法的浓郁氛围。“三个平台”的搭
建巩固，十分贴近村民生活的实际，
富有特色且形成长效。此外村里成
立了平安工作站，有一支 8 人护村
队，一支 5人联防队，一支 22人治安
志愿者及应急队，一支8人消防队以
及一支14人的帮教队伍。这些举措
不但有效地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
定，还将新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推向
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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