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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春 程航

“跨进新时代，树立新风尚……”每天晚上，
在遂昌县大大小小的广场上， 凡是有跳广场舞
的地方，总能听到这首“文明花开遍遂昌”。

文明是一种理念， 更是一种令人赏心悦目
的行为。 在山城遂昌，文明不止在老百姓的口中
传唱，更在大家的日常行为中涌动着、表现着、
跳跃着。

作为全市唯一一个浙江省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县，去年以来，遂昌在各乡镇(街道 )积
极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位， 开展各种形式的
文明实践活动， 让文明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里
开花、结果。

文明讲师团“送”来新理念

“如何获得幸福？ 习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
来！ ”日前，在遂昌县湖山乡姚岭塘村，来自遂昌
县乡村文明讲师团的讲师徐瑞祥正在该村的文
化礼堂，为村民讲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幸福用我们土话来说，就是一个字‘爽’！ ”
当讲到幸福观时， 徐瑞祥用最通俗的语言“翻
译”：“有一份正当的工作我很‘爽’，每天勤劳地
干活我很‘爽’……”这种“接地气”的讲解，博得
了台下听众阵阵喝彩。

徐瑞祥曾在遂昌县做了 20 多年的乡镇干
部，今年 1 月，他刚刚从遂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
长的岗位上退居二线。 2017 年初，徐瑞祥被聘为
遂昌县乡村文明讲师团的讲师，主讲“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丰富的基层工作经
验，深厚的理论功底，让徐瑞祥在讲课中，总能把
一些“高大上”的内容，用村民能够理解也愿意听
的方式娓娓道来。 去年，仅这个主题，徐瑞祥就在
遂昌讲了 23 场，成为最受村民欢迎的讲师团讲师
之一，不少村民亲切地称他“徐教授”。当天，“徐教
授”又被湖山乡姚岭塘村“点单”了。

遂昌乡村文明讲师团是近年来一直活跃在
当地农村的最基层的文明宣讲团队，讲师们“以
身边人讲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原则，在各村文
化礼堂开展各类宣讲， 传播乡村文明建设的新
理念。 如今，像徐瑞祥这样的讲师团成员已有近
百名，他们中既有公务员和退休干部，也有“草
根”干部和“土专家”。

据统计， 去年遂昌共开展文明实践主题送
文化下乡活动 329 场， 参与人数逾 12 万人次，
乡风文明“吹”到了基层农村的最后一公里。

文明银行储蓄村民道德力量

“您好，请帮我用存折上的积分兑换一袋味
精！ ”2 月 28 日下午，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
民蓝友文来到村里的“新农民文明银行”兑换生

活用品。
去年 6 月中旬，柘溪上村村委会办起了“新

农民文明银行”，村民有帮助邻居、清理垃圾等
文明行为都可以到“银行里”存积分，累积达到
一定分值后，可以在“银行”里兑换肥皂、热水瓶
等日常用品和一些常规体检项目。

这半年多来， 蓝友文切实感受到了文明银
行带来的村风、民风的变化。“大家比以前更热
情了，更愿意参加各种活动了，因为这样可以获
得积分。 ”他告诉记者，不仅参与村里组织的义
务劳动等活动可以获得积分， 打扫干净自家门
前的路面，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之江新语》这类学习书籍也能得到积分。

柘溪上村村委会主任程苏文告诉记者，到
目前全村已有近千名村民因为各种文明行为前
来登记积分，全村累计积分超过 8000 分，村民
间互帮互助的氛围也更浓了。“村里有什么活动
大伙儿都积极来帮忙。 哪户村民家里有困难，隔
壁邻居都会主动帮助。 ”程苏文说。

“以服务换物品，以服务换服务。‘文明银
行’的设立，让村民的文明意识渗透到生活的点
滴当中，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遂昌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徐根明说，目前，

全县已有 23 个村创新设立“新农民文明银行”，
通过制定垃圾分类等 19 项正面清单和不慈不
孝等 7 项负面清单， 对日常行为进行积分制管
理，探索积分兑换日用品或医疗、教育、文化等
公共服务的激励措施，引导村民养成文明习惯。

“联户帮”发扬邻里互助好传统

“叔婆， 今晚我家里包饺子， 过来一起吃
啊！ ”遂昌县石练镇淤溪村村民朱云钗来到邻居
毛菊红家，邀请她一起吃晚饭。

毛菊红今年 85 岁，是一名留守老人。去年 6
月，朱云钗一家和毛菊红结成了“联户帮”互帮
小组，并签订“联户”协议，约定当一方有生产、
生活等方面困难时， 另一方便会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淤溪村现有村民 300 余人， 去年上半年该
村创新建立了“联户帮”这种新型的农民互助新
模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将 3 到
5 户农户结成互帮小组，将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
发挥得淋漓尽致。

联户帮，帮生产、帮生活、帮技能、帮活动、
帮文化、 帮节日……在朱云钗家的联户帮记录
册上，记者看到 20 余条帮忙记录，有她帮别人
的，也有别人帮她的。 时间从去年 6 月至今年 2
月，帮忙的内容包括包粽子、收谷子、买东西等
等。

“这其实就是一本‘恩情册’！ ”朱云钗说，她
会好好保管这本记录册，将来传给女儿女婿，让
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一代传一代。

“我们还针对‘三留守’人员，实行针对性的
一对一互帮，促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有途径去
做好事，增进邻里感情，塑造文明乡风。 ”淤溪村
“联户帮”志愿服务队队长赖发贤介绍说。

淤溪村“联户帮”志愿服务队仅是遂昌开展
志愿服务暖心行动的一个缩影。 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 遂昌进一步提升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 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我们在‘微笑遂昌’志愿服务总品牌的统
领下，积极整合资源、提炼做法，策划培育了一
批精准实效志愿服务项目， 最大限度发挥了志
愿服务队伍的积极作用。 ”遂昌团县委副书记罗
根爱说。

据统计，当前遂昌大部分乡镇(街道)、村均
成立了志愿服务队，同时，所有志愿服务队均入
驻志愿汇 APP， 目前正式注册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共 1.1 万人，服务时长近 8 万小时。

记者探访遂昌文明实践密码

忽如一夜春风来 文明之花开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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