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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送暖花开遍，大樱桃红透

伊通六月天。这一天彩霞似锦天欲

晚，广场上张灯结彩人声喧，我挤进

人群仔细看，呀，原来是志愿服务到

了咱身边。帮小村建起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把党的政策党的温暖送到

了咱身边。团结邻里我们把文明共

建，爱党爱国爱乡爱村爱我家园！”

这是一位伊通农民参加完活动

兴高采烈写下的心里话。

自2019年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

县被确定为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县，

这几年伊通积极开展文明实践建设，

将“组织领导有力度、阵地建设有标

准、队伍组建有机制、活动开展有常

态、工作开展有模式、实践活动有主

题、特色项目有创新、考核办法有机

制、工作管理有规范、文明实践有氛

围”的“十有标准”作为标尺，构建起

自主运行、一体推进、循环渐进的“文

明实践共同体”。

2020年 12月，伊通满族自治县

开始实施“文明经济”志愿服务项

目。“文明经济”是“文明伊通”志愿服

务队帮助文明户、干净人家、优秀志

愿者等“好人”发展经济；开发满族黏

豆包、萝卜间种圆葱、黏玉米等文明

小院特色“好项目”；整合人力、技术、

宣传、销售等“好资源”；帮助他们获

得高于同类产品的“好收益”；彰显好

人得好事的“好导向”；引领更多人争

做好人，把“好人队伍”培育为基层治

理体系的骨干，形成乡村振兴的“好

模式”。志愿服务队着力于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双创建、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共同富裕,在发展经济中开展文

明活动，推进文明与经济融合聚变。

春风化雨

想参与 能参与 常参与 要参与

“咱也不会说啥文绉绉的嗑，反

正只要是村里有个大事小情有个什

么活需要的，招呼一声我就到。”周玉

梅大姐快人快语。

马鞍山镇北岗子村是国家级文

明村,周玉梅大姐是村里的星级文明

户、全县干净人家标兵。她家门前挂

着标牌：文明小院，标牌上还醒目地

标注着：庭院美、居室美、家风美。她

家后院的地边则立着“文明经济”专

家科技示范田黏玉米产区的标牌。

“村里事就是咱自己家的事！”周大姐

说：“自己家的事，必须好好干！”

让村民从想参与、能参与、常参

与、要参与，到当成自家的事一样，真

心参与、用心参与，是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生命线。为了做到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伊通想了一系列好办

法、实办法——

问需于民，吸引群众“想参与”。

精准了解需求。线上线下并行，

开发线上需求定制、大数据线上分析

等功能，从而实现“群众点单、中心派

单、志愿者接单、专家群众评单”的

“四单”模式，推动志愿服务群体从

“单一”向“多元”转变，服务时间从

“集中”向“常态”转变，服务方式从

“单向”向“互动”转变。线下对接志

愿服务队通过“结亲戚”途径，拉近与

群众的距离，了解群众需求。

精心搭建载体。根据农村常住人

口老人、妇女、儿童多的实际情况，在

全县推广规则简单、易学易懂、趣味性

强、安全系数高的活动，精心组织每周

的居民小组积分赛、每月的村排名赛、

年度的乡镇间比赛和各级各类联谊

赛，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其中。

精细设计活动。开展“我爱我

家、亲情包保”志愿服务活动，研发小

程序，发动公职人员11059人，与全县

277529名居民交流互动，参与活动的

约占全县总人数45.6万人的66%，建

立亲友互动微信群1.2万多个，开展

活动 20余期，参与人员 400多万人

次。此项作法被编入“全国宣传系统

干部培训教材”。

强化保障，确保群众“能参与”。

建设起“一云三屏”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平台——线上“智慧云+电脑

屏、手机屏、电子展示屏”，实行“志愿

服务总队、专业志愿服务队、各级文

明实践服务队”三级联动管理机制。

志愿服务总队长由县委书记、县长担

任，领导带头发起并参与志愿服务项

目。目前，全县已有志愿服务团队

403个，志愿者4.7万人，现已累计开

展活动400余场次。

创新模式，方便群众“常参与”。

构建起“1+1+5+N”活动内涵标准

化模式，构建了村级集中性文明实践

活动的标准：即一个核心、一个平台、

五项常规、N项志愿服务。一个核心

是以真正满足群众需求为核心；一个

平台是搭建把群众聚集起来的文体

活动平台；五项常规项目即包括理论

宣讲、思想教育的教育类，包括送戏

下乡、健康讲座的服务类，包括村民

议事、民主选举的自治类，包括文明

家庭、干净人家、吉林好人等评选的

选树类，包括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

类；N则是其他各类志愿服务队开展

的外延类各种志愿服务活动。

内力驱动，激发群众“要参与”。

让群众成为主人。群众不仅作

为活动的参与者，还成为活动的组织

者，这样，活动才能有内生的动力。

伊通成立了门球协会、红白理事会、

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

协会等“五会合一”的民众自治组织，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推进了自治活动

的开展和自治能力的提升。

让志愿服务成为荣耀。开展“百

站千点万岗”村级志愿服务工程，在

各居民组每10户设置一个志愿服务

岗。现在伊通已设立志愿服务岗

7900余个，百姓人人争当志愿者。

让文明实践成为习惯。探索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日常“六项行动”，

即家风建设行动、小手拉大手行动、

村级志愿服务行动、乡贤示范引领行

动、村干部表率示范行动、县直志愿

服务队的对接行动，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常态化展开，使文明新风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以前，我们下基层搞科普知识

宣传，老百姓不愿意参加，来者也心

不在焉，实效性可想而知。”吉林省农

业科学院赴伊通送科技下乡的科技

人员感触颇深，“现在不一样了，因为

‘文明经济’的发展，村民需要掌握更

多的农业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支

撑。只要我们在微信群里发布活动

信息，村民们便早早来到场地积极参

与到活动中来，见到农业技术人员就

详细地咨询请教，生怕时间来不及。”

2022年9月19日，在马鞍山镇北岗子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聚集了来自

各屯的100多人，广场四周整齐地摆

放着农业科普展板，涵盖了种植、养

殖技术，繁种育苗、农业知识、农产品

加工技巧等内容。专家认真讲解无

公害农产品的种植、耕作、收获等农

业知识，大家听得频频点头，时不时

提出问题，和农业专家互动。这，已

成为北岗子村农业科普知识的常态。

点滴入心

寻常人 寻常话 寻常事 寻常方式

在小孤山镇先锋村，几棵大柳树

下，一群人正围在一起听村民张大爷

说快板，内容是党的富民政策。村民

们都说：“现在村里的活动，大家已经

不仅是想参与、能参与、抢着参与，还

必须得参与好喽！”

如何将党的理论以通俗易懂的

方式融入各个环节，伊通积极探索宣

传宣讲的“寻常路径”。由文艺爱好

者组成的民间宣讲团，以快板、评书、

歌舞等形式，用“寻常话”宣传宣讲，

让党的理论春风化雨，深入人心。

用“寻常人”讲。像张大爷这样

的草根宣讲员有很多。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定期对草根宣讲员进行

培训，并逐步把宣讲活动打造成典型

志愿服务项目进行示范引领。

用“寻常话”讲。由党校教师为

主的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

地头、百姓炕头、村口街头，用方言土

语的“寻常话”宣讲党的理论。开展

优秀宣讲稿评选，并对评选出的有温

度、接地气的宣讲稿进行解读、添加

注解，以提升宣讲员的能力。为更简

明易懂、便于领会，还开展了“寻常

话”征集活动，让百姓爱听、想听、听

得明白。

用“寻常事”讲。以群众关心的

教育、医疗、养老等热点问题为内容，

理出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50件事，

宣讲中以群众关心的事为切入点。

用“寻常方式”讲。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广场和村文化小广场等文

化阵地，通过“红色文艺轻骑兵”、文

化文艺小分队进基层，以百姓喜闻乐

见的形式开展宣讲活动。文艺志愿

者创作出快板、三句半、相声、满族剪

纸等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在

大喇叭、宣传栏等传统载体的基础

上，再采取移动讲堂、有奖竞猜、知识

竞赛、微信公众号展播、歌曲传唱、经

典诵读等方式开展活动。尤其是把

文化讲堂与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

结合，既降低了成本，又惠及了更多

的群众。

文明“热词”

今天，你积分了吗？

“今天，你积分了吗？”在马鞍山

镇北岗子村，村民们现在见面互相问

候的经常是这句话。

“积分”缘何成为北岗子村的“热

词”？因为只有文明积分达到500分，

才能获得“文明经济”的签约权。北

岗子村还制定了动态文明积分、奖励

文明积分细则，由驻村第一书记等人

组成工作组为村民的志愿服务活动

进行赋分，村民们每多参加一次志愿

服务活动，都将获得额外的动态文明

积分。对奖励积分实行一事一议，但

凡有好人好事，都将获得奖励积分。

村民们所得的文明积分可以在村里

的“文明超市”兑换商品，也可以根据

村民的需求，进行“精准点单”式服

务。

家风创建属于固定积分，只要村

民按照“三和三美”（家庭和睦、邻里

和善、干群和谐、兴旺富裕美、居住环

境美、文明风尚美）的标准完成家风

创建，就会获得500文明积分，直接获

得“文明经济”的签约权。参与“文明

经济”的队伍在壮大，经济体量在增

大。伊通镇建国村、景台镇范家村、

河源镇吉祥村、小孤山镇先锋村纷纷

前往北岗子村参观学习。全县187个

行政村实现了“中华好家风一体化建

设”全覆盖。

“文明经济”一方面用先进典型

引领村民观念的转变，同时用“文明

经济”的制度提高村民的素质，用良

好的文明素养支撑经济的发展。

现在，每周六早8点，小孤山镇先

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的健身

操准时开始，村民们身着统一的服

装，动作整齐。“穿统一的衣服有仪式

感，感觉我们是一个集体，同时这也

是文明积分的动态加分项目。”一位

锻炼的阿姨自豪地说。

小孤山镇先锋村将文化广场打

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将空置院

落打造成家风讲堂等实践基地，整合

现有公共服务资源，着力打造多位一

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链”。

“‘文明经济’让我们的腰包鼓了

起来，”说起文明积分，小孤山镇先锋

村村民张大爷如数家珍：“每参加一

次宣讲，不仅会增加我的文明积分，

大家聚在一起也不再是家长里短，而

是在乐呵呵的氛围中了解国家政策，

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村路上，几位村民迎面走来。谈

话间，他们互相打着招呼：“今天，你

积分了吗？”

成风化人

好人 好项目 好收益 好导向

“让村民领会到，什么样的人，才

能获得‘文明经济’的礼遇，怎样做才

能更好地发挥‘文明经济’的示范引

领作用，为此，我们一直在努力。”伊

通县委宣传部部务委员、县文明办主

任李和说：“文明积分达到500分的文

明家庭才有资格从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获得‘文明经济’的签约权，这样

既保证让好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好项

目，获得好收益，得到大家的认可和

尊重，形成一个好导向，吸引更多的

人主动走入到文明创建之中来，使

‘文明经济’真正成为一个好模式。”

“文明经济”使伊通形成了人人

崇尚文明、人人争当文明人的浓厚氛

围，凝聚了强大的文明创建合力，带

动了暂未达到文明户标准的农户见

贤思齐，主动争当文明户。目前，伊

通积极筹备成立“文明经济”联合体，

增加项目品类和产量，市场化运行，

不断扩大“文明经济”规模和影响力，

丰厚的“文明经济”礼遇激发出群众

内心深处的极大动力。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

魂”，“文明经济”的“小杠杆”撬动了

文明实践的“大跃升”。通过推广文

明积分，新型“村规民约”在村民心中

的分量越来越重，文明乡风日益融入

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马鞍山镇北岗子村六组的李晓

静家是市级文明户，2020年12月，李

晓静成为“文明经济”项目雏形——

满族黏豆包项目的第一批受益者，增

加收入3000余元。2022年，她和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再次签约订单，利

用房前屋后闲置的5分田园地种植黏

玉米，通过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她把在村“道德银行”存储的文明积

分兑换成了黏玉米的价格，她家的黏

玉米每穗卖到了2.1元，仅此一项就

收入5250元。李晓静高兴地说：“大

家伙都说，还是文明户好啊！家里整

洁，家庭和睦，钱多了，心更顺了。”

干净、整洁，是走进北岗子村的

第一印象。路边美丽的鲜花随风摇

曳，两旁的小院窗明院净，田园地里

种满了黏玉米和各种蔬菜，许多人家

院门口挂着“干净人家”的牌子，在阳

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村民商百杰感叹地说：“变化太

大了！从前，路上到处是羊粪、污水

坑，现在不仅道路干净了，家家户户

主动扫门前路边雪，大家有时间就去

当志愿者为村里出力赚文明积分，我

们北岗子村现在是文明村了，成果里

也有我们的功劳。”

“以前村里的卫生都是承包给外

人打扫，现在改为向村民们兑现积

分，文明户义务参与环境整治。不

仅环境更好了，村里节省了不少支

出，老百姓还感觉到文明的成果里

有自己的汗水。这样一来，村集体

可以用更多的钱干公益事业，让村

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北岗子村党建

委员牟中发说。“让北岗从骨子里透

出文明之美，绝不是口号，而是我们

追求的目标。”

文以兴邦

书香 花香 米香 黑土香

“文明经济”是精神文明与物质

文明的共同提升，文以化人，润泽入

心。为此，伊通大力推广“书香、花

香、米香”特色村文化。

以1+1>2共建原则，把书屋管理

好。针对农家书屋“有书缺人管”而

村小学“有人缺书读”的情况，伊通

构建了校村共建模式。建立以村小

师生为骨干的“书香伊通”志愿服务

队，定期到村部书屋协助书屋管理

员对图书进行分类、编号、登记、上

架、管护，每周五学校派教师到书屋

协助管理员开展集中读书活动。实

行学生代借书制度，农民可以让学

生帮忙办理借阅手续到书屋选书。

既丰富了学生的实践活动，也提高

了图书利用率。农家书屋与学校每

两周各出50本图书进行交流，双方

图书资源互补共享。

以1+6+X共建路径，把书籍利用

好。1是指一名学生从农家书屋借书

回家，给爸爸妈妈等六位亲人和若干

（X）亲朋好友阅读，让图书动起来、活

起来，让更多的农民家庭形成读书习

惯。在2020年吉林省“数字农家书屋

知农云课堂”活动中，伊通注册参与

人数全省排名第一，全省学习时长前

100名中，伊通就有41名。在“我爱

阅读打卡100 天”活动中，全县参与

人数达22373名，积分排名全省第一、

全国第七，荣获“全国十强”和“县级

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

以(1+X)n共建方式，让书香更浓

郁。以农家书屋为支撑，扩展到乡村

振兴的各个（X）方面，并通过相互促

进，产生n次幂裂变效能。农家书屋

助推了经济发展，农民在读书中找到

了项目，提高了技术。像伊通镇的建

国村，就初步形成了“书香、花香、米

香”的特色文化村。

农家书屋助推了乡风文明，2020

年，伊通被评为全省“文明村屯、干净

人家”创建先进县；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试点工作评比中居全省前列。志

愿服务的“拟课堂”模式写入中央文

明办《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

方法100 例》中，同时被评为“吉林省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创新案例”。

花香袭人、米香醉人，而最是书

香能致远。盖春海任驻村第一书记

已经两年了，他驻村以来最大的感受

就是：一是村民们收入增加了，日子

更好了；二是村民生活习惯有了很大

变化，精神文明程度提高了；三是百

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感增强了，精神

风貌更是有了极大的改变。以往村

里需要安排动员的事情，现在是村民

们主动上、抢着干、比着来。而在越

来越美好的阵阵书香、花香、米香和

黑土香中，他的驻村生活也感觉越来

越充实。

文明经济

一体化 往深走 往实走 向远方

伊通“一体化”落实党的要求、群

众的需求，工作踏踏实实往深走、往

实走——

阵地“一体化”建设，破解“人为

什么来”的难题；活动“一体化”组织，

破解“如何化繁为简”的难题；内容

“一体化”设计，破解“来了干什么”的

难题；服务“一体化”开展，破解“人来

了不想走”的难题；资源“一体化”运

用，破解“如何来支撑”的难题；文化

“一体化”传承，破解“如何往深里走”

的难题；践行“一体化”实施，破解“如

何往实里走”的难题。

为把工作做活、做深、做实、做到

百姓的心中，伊通借助门球、秧歌、广

场舞等丰富的文体活动把群众吸引

来，借助活动把群众吸引住，借助团

队把群众团结紧，借助环境把群众引

领好，借助服务把群众关爱好，从而

“一体化”搭建起能够吸引来人、吸引

住人的坚固阵地。

被称为“平民高尔夫”的门球运

动，因场地小、规则易懂、运动量小、

趣味浓厚，在小孤山镇先锋村深受村

民的喜欢。门球场由志愿者自发捐

款，对接单位帮助，村内志愿者义务

出工建成。村里成立了门球协会，每

到门球积分赛、排名赛、年赛时间，乡

亲们便早早地来到门球场地进行训

练。每场门球积分赛自动积分 20

分，排名赛获胜者将获得积分 50

分。因为门球比赛聚集了大量群

众，各级各类志愿服务队也热热闹

闹地前来，利用赛前赛后的时间开

展义诊、送戏等活动，场面异常火

爆。仅2022年，先锋村就组织门球

比赛30余场。小小的门球不仅联络

了相互之间的感情，还提高了团队

意识、集体意识。截至目前，全县共

建成门球场 42个，文化小广场 234

个。而伊通“小门球转动乡村大文

明”这一做法也广为人们称道。

北岗子村党支部书记郑艳辉是

任职15年的老书记了，谈到自己播洒

了多年心血的村庄，郑艳辉动情地

说：“真的是改变了很多很多！”倡导

文明村风、良好家风、朴素民风，从村

民的一言一行、一时一事，都能看出

令人欣喜的变化。干部与群众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和谐、越来越

亲近。2021年在北岗子村换届选举

中，郑艳辉获得了双“满票”。北岗子

村驻村第一书记盖春海说：“村党支

部书记满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满票当

选，一是说明村民们愿意选，二是说

明村民们用心选。”老百姓心中有杆

秤，他们为自己信任的村干部，投上

郑重的一票。

又到秋收时节，马鞍山镇北岗子

村机器轰鸣，几台机械又在进行秸秆

青储作业。“在党建领办合作社的框

架下，吉林省信用联社扶持北岗子村

成立了兴伊合作社，经过3到5年的

时间，将建成养殖能力达500头、净利

润150万左右的肉牛养殖项目，届时

全村达到文明户标准的都可参加入

股分红。”村书记郑艳辉说。

腰包鼓了，心花开了；日子红红

火火，人人喜气洋洋。“穿上门球服、

背上门球杆，瞬间我们就变成了城市

里退休的老干部。”先锋村村民李大

爷风趣地说。擅写八角鼓词的潘太

杰则高兴地提笔写道 ：“老农民赶上

了新时代咱也要有新观点，跟着党小

康路上勇当先。从我做起我也要当

志愿者，文明实践我要争做先进走在

前。撸起袖子加油干，多彩乡村有你

也有咱！”

中共伊通满族自治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孙大太说：“‘文明经济’是

伊通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的有效载体，是创新乡村振兴模式的

有效探索，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支撑，是实现农民

群众物质、精神双富裕的有效途径。”

仓廪实，文兴邦，风光好，日月

长。正如伊通人自创自唱的那首歌

里唱的：你好伊通，唱你的歌谣；那座

桥下，那条河，流淌在心上；你好伊

通，画你的模样；这伊水满乡，让人永

难忘……

标题书法：金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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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黏豆包出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