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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城江 城 ：：乡 村 盛 开 文 明 花乡 村 盛 开 文 明 花
伴着满族秧歌《打花棒》欢快的锣鼓点，永吉县

金家满族乡伊勒门村第三届民族运动会于7月18日

喜庆开场。主持人用满、汉两种民族语言介绍：“本

场运动会分为农耕文化、满族风情、工匠精神、民族

团结四个篇章。下面走来的是农耕文化代表队。”在

《军民大生产》的歌曲伴奏下，村民代表拿着各种农

具，惟妙惟肖地演示着从春耕到秋收的各个环节。

在满族风情环节，投壶和满族婚嫁仪式展演等

极具民族特色的赛事和活动依次举行。在投壶游戏

里，选手们在场上一决高下，村民在一旁高声呐喊，

加油助威，场面热闹非常。据了解，投壶是由最初的

射礼发展起来的，比赛是以箭投壶，中者为胜。在清

代，投壶游戏和射箭一样十分盛行，并最终在清末演

变为纯粹的体育项目。

“杨青春好样的！7社加油！”“10社加把劲！”

“老何，你稳着点！”……哨声吹响，扁担挑水项目开

赛，现场顿时沸腾起来，加油声、呐喊声一浪高过一

浪。扁担挑水要求两个水桶盛满水，选手用扁担将

水桶挑到对面指定位置，挑水过程中，桶不能落地，

水不能洒出，来自9个社的近20名村民选手参赛。

大汗淋漓的杨青春捧着奖品，露出丰收般的喜悦说：

“以前农村没有自来水，咱村民要吃水、用水都是自

己去挑。如今，村里和城里一样，家家户户都有了自

来水，扁担挑水也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面粉接力的赛场上，选手们传得卖力，村民们看

得津津有味。比赛结束，很多队员嘴边沾了一圈面

粉，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滑稽的模样惹得大家开怀

大笑。运动员们从田间地头的“庄稼汉”，变成赛场

上的“运动健儿”，都在尽情享受着比赛带来的欢乐。

金家满族乡党委书记周彬说，近年来，金家乡立

足满族文化实际，通过打造伊勒门村“文旅”融合特

色村，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

业余文化生活，大力弘扬了时代新风，也展现了新时

代农民群众良好的精神面貌。

“加油，加油……好球！”近日，蛟河市白石山镇

首届篮球联谊赛在白石山镇中心小学校精彩开赛，

伴随着一个个精彩的配合和投篮，场下观众掌声、欢

呼声此起彼伏，比赛氛围不断升温。

本次篮球赛为期三天，共吸引12支代表队参

赛。参赛运动员有暑期返乡大学生、机关干部，也有

村民临时组的队。

“平时没事大家就去广场上打打球，村里篮球运

动氛围越来越浓了，就是这种热爱把大家聚在了一

起。”来自白石山镇新发村的球迷张晓峰带着家人一

起过来看球，他告诉记者，得知要组织篮球赛，乡亲

们都特别高兴。

白石山镇党委书记李俊良说：“这样的赛事既能

培养全民健身的良好生活习惯，又能激发团结奋斗

精神，有利于增进邻里感情，村民更加和睦相处。”

篮球联谊赛只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缩

影。在白石山镇，文化体育已融入广大群众的生活

中，早起锻炼身体、傍晚约三五好友一起跳跳广场

舞、打打球，参加各式各样的文艺汇演……形式多样

的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凝聚了人

心，引领了乡风文明新风尚，为乡村居民身体素质和

精神面貌全方位提升。

“乡村文化活跃起来之后，当地的村民都积极参

与，对卫生和环境更重视了，还积极为未来规划建言

献策。”李俊良说，希望能通过开展篮球赛、秧歌汇

演、太极拳表演等文化体育活动，凝聚起乡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把白石山镇带进乡村振兴新赛

道。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舞台

上，孩子们高声唱着。孩子们的努力让张冬更加坚

信，她可以点燃乡村孩子们的艺术梦想。

张冬是龙潭区缸窑镇杨木实验学校的一名音乐

教师。2018年，她带领孩子们成立了杨树苗合唱团，

还带领家乡的百姓成立了杨树林合唱团。两支合唱

团把乡村那些拥有音乐梦想的孩子和农民都网罗其

中。从那年开始，她不仅担负起杨木实验学校的音

乐教学，还为整个杨木地区的3所村小上音乐课。

2021年，张冬被确诊为甲状腺恶性肿瘤，但她没有被

命运击倒，坚持上课，直到寒假才做手术。她说：“萤

火微光，愿为其芒！我愿用我的微薄之力，让农民和

孩子们的歌声飞到更远的地方！”

缸窑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镇正以“厚植文明

底蕴、累积文明高度”为目标，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走深走实。像杨树林农民艺术团这样的合

唱团，以及张冬这样的文化带头人，就是他们持续培

树的典型。

2021年至 2022年，相继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和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更好地活跃农村

文化生活、传播新时代新思想，龙潭区缸窑镇杨木委

屯联合杨树林农民艺术团，组织了多场文艺汇演，农

民演员献上了多台有创意、正能量十足的节目。他

们用文艺演出的形式促进乡风文明，助力文化振兴。

据了解，该镇正以党建为抓手，通过典型示范引

领，持续在乡风“文明”上下功夫，在乡村“治理”上做

文章，用文明浸润乡土，用文化滋养乡情，全力构建

乡村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舒兰市小城镇下营村以“三个一”为抓手，突出党

建引领，积极打造下营村“道德积分超市”，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走向深入。

“一面墙”彰显正能量。走进下营村“道德积分超市”，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道德之星”荣誉墙，接受表彰的是本月评比

活动中表现优异的村民。这项评比的内容包括居室干净整洁

代表、勤劳致富代表、尊老爱幼代表等。荣誉墙上的村民每月

都会更换，大家受到榜样力量的激励，形成了你追我赶、争先比

优的竞争氛围。村民的精神面貌变好了，环境变美了，邻里更

和睦了，乡风文明建设跃上新台阶。

“一班人”带动一群人。如何让

“道德积分超市”切实发挥作用？下营

村成立了由包村领导、村书记、两委成

员、党员代表、群众代表组成的“道德

积分超市”工作专班。他们缺资金，就

和包保部门积极沟通筹措；为了让

“道德积分超市”家喻户晓，专班挨家

挨户宣讲，利用“村村响”循环播放；

为保障事事有人管，处处有回音，他

们建立了网格化管理机制，网格长

和网格员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对宣

传、评比、奖品颁发等一系列工作全

面负责。

“一把尺”丈量百家事。为了让

村民信服评选结果，工作专班严谨认

真，街坊四邻现场监督。如今，下营

村“道德积分超市”已成为大家关注

的焦点，村里的“议事点”。谁家这个

月得了多少分？兑换了什么奖品？

谁家孩子孝敬父母？大家都关心，人

人比着干。如今，谁家有难事大家互

帮互助，村里有啥事大家一呼百应，

一股文明的清流在下营村蔚然成风，

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公信力更强了。

磐石市宝山乡北锅盔村村民赵玉珍经

营了一家小超市。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

提高，农活越来越少了，农民的空闲时间多

了，她家的小超市就成了人员聚集的地

方。村民们聚在这里聊天、玩牌。

今年，赵玉珍响应党组织号召，成为村

禁毒禁赌会的一员，把小超市设立为网格

驿站。在她的带头影响下，小超市成了听

取和搜集民意、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村内重

要工作的议事点。赵玉珍将搜集到的村民

意见建议、问题诉求等及时反馈给村“两

委”干部，并协助村“两委”干部予以解决。

现在这家小超市已经成为村党支部密切联

系群众的窗口。

“现在，村里立了《村规民约》，还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和

禁毒禁赌会。就是冬天

农闲时节也没有人在超

市打麻将了！”谈到村里

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们

都抢着说。

据了解，“一约四会”

是村里近年来新制定的

章程和组织，是为大力推

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风，遏制婚丧嫁娶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

而设计的。他们把《村规

民约》的“自治”精神融合

到乡村治理中，让群众成

为新风的制定者、执行者、评议者和受益

者。

鞠素琴是北锅盔村红白理事会的一

员。村内不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都积

极帮助，并组织村红白理事会成员一起上

门宣传动员，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新

风尚宣传到各家各户，村民们也都积极响

应，改变了大操大办之风。以前，村民家里

搬个家要办个酒，换个瓦也要请个客，现在

这些陈规陋习不见了，连大操大办红事白

事的“面子之风”也没了。北锅盔村在文明

新风的浸润下，走上文明乡村建设之路。

近年来，北锅盔村被评为国家级“一

村一品”示范村，还成功举办全省农村

“厕所革命”培训班，筹备过全省乡村振

兴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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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缸窑镇政府联合杨木实验学校，在杨木委组

织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现场。

↓小城镇下营村干净整洁。

→下营村古树广场花开正艳。

村民赵玉珍经营的小超市。

蛟河市白石山镇首届篮球联谊赛上的参赛选手。

村民赵志新在民族运动会上吹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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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河市白石山镇蛟河市白石山镇：：村篮球赛火起来村篮球赛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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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篮球联赛聚起村民精气神，道德积分激励人人做好事，带头教师

率领乡亲组成合唱团……近年来，吉林市农村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
代表性、引领性、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典型，为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
实践注入了文明力量。

近年来，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在满足精神文化需求
方面尚有缺口。吉林市聚焦培育文明乡风，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
践、文明创建，丰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吉林市的乡村文明实践证明：整合文化惠民活动资源，用百姓想
参与、能接受、喜闻乐见的方式，就能有效组织农民参与形式多样的文
化体育活动，让民俗文化、民间艺术得到保存和传承；真正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才能真正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从而推进移风易俗，让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平台发挥应有作用。

就开展和丰富乡村文体活动来说，吉林市的实践也提供了几点启
示：一是让群众在各类文化活动中唱主角，可以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
性、主动性。比如蛟河市白石山镇的首届篮球联谊赛，如能持续开展，
也可能像贵州的“村BA”一样，成为出圈的经典赛事；二是乡村文化人
才队伍的质量决定着乡村文化活动的水平。像龙潭区缸窑镇的杨树林
农民艺术团发展就因为有有热心、懂艺术的领军人物，而这样的人才
多了，才有望涌现更多留得住的农村文化团体、持续传承的乡土文化；
三是依据不同特色，拟定“一村一策”的发展策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
的民俗文化活动，就能让农村更具情感寄托，更好地留住乡愁、乡风、
乡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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