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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县 文明乡风浸润和美乡村
本报记者 刘永奇

农村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离
不开文明乡风的助力助推、精神文化的
涵养化育。近年来，上蔡县以“弘扬正
能量 塑造好民风”活动为抓手，在开展
模范宣讲带动、文化活动下乡、法治宣
传进乡村及移风易俗等方面狠下功夫，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着
力营造乡村和谐、文化繁荣、崇德尚善
的社会风气，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
了强大动能。

良好家风带动良好民风

这是一个婆媳相处融洽、全家互敬
互爱的幸福家庭，也是一个被周围邻居
羡慕不已、交口称赞的和谐家庭。66岁
的婆婆高分是上蔡县齐海乡齐楼村人，
有着传统妇女的纯朴和善良，来自广东
河源的儿媳妇吴全珍则有着现代女性
的体贴和包容，婆媳之间相互体谅，小
事不计较、大事共商量、和谐一家亲的
良好家风在十里八乡传出了不少佳话。

相隔千里、认知不同的婆婆和儿媳
妇是如何做到让周边邻居纷纷称赞？
提起婆婆高分，吴全珍动情地说：“公公
去世多年，婆婆一个人拉扯 3个儿子，
还要尽心照顾 3位老人，很辛苦。但她
从无怨言，培养的 3个孩子温厚善良、
踏实能干、孝顺顾家。”

“婆婆这么多年虽然历尽艰辛，但对
生活充满乐观，对孩子慈爱有加，对我这
个外地媳妇像亲闺女一样。我嫁过来10
多年，家人互相扶持、互相照顾，从没有
吵过架，更没有给邻居红过脸。这样相
亲相爱、知礼明德、与邻友善的家风，我
作为晚辈一定传承下去。”采访中，吴全
珍用地道的河南话向记者娓娓道来。

在邻居们看来，做一个既善良又能
干的婆婆很难。高分却不这么认为，

“心疼和理解儿媳妇，是婆婆起码的做
人和做长辈的道德标准。我时常告诉
孩子们，条件不好，一家人慢慢打拼就
是了，总有过上好日子的时候”。

事实证明，高分的豁达赢得了晚辈
的尊重。“几个儿媳妇都很孝顺，比着对
我好，逢年过节给我买补品、送衣服，我
感到很幸福。”采访中，高分的眼睛笑成
了一条缝。

高分和吴全珍的和谐家庭故事，只

是上蔡县广大乡村良好民风的一个缩
影。在近段时间举行的上蔡县乡镇、村
两级群众评、评群众，推选“好媳妇”“好
婆婆”“好妯娌”“好邻居”“好乡贤”及家
风家训好传人活动中，已累计评选出

“星级文明户”“好女儿”“好儿子”“好媳
妇”“好婆婆”等 1000多人，涌现了一大
批如高分和吴全珍这样的“好婆婆”“好
媳妇”代表，他们已渐渐成为广大乡村
可信、可亲、可学的道德典型，正带动周
边群众形成家庭和亲、邻里和睦、风清
气正、社会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

志愿服务推动文明乡风

“大华，谢谢你们！你们不顾天气
炎热，为俺这事多次奔波，终于把俺两
家多年的矛盾化解了。”8月 11日上午，
在上蔡县蔡沟镇刘大华见义勇为志愿
者工作室里，中陈村民秦某拉住刘大华
的手感激地说道。

30多年前，秦某按政策分得村内 2
处宅基地，每处 4间，每间 10元，其中 1
处原属同村村民苏某，因秦某当时未建
房屋，苏某便在地头种了杨树。几年
后，苏某在未告知秦某的情况下，将此
处宅基地以 2.3万元卖给村民陈某。此
后数十年，三方矛盾不断升级。

今年 6月，河南省见义勇为英雄刘
大华成立了见义勇为志愿者工作室，按
照职责分工，在蔡沟镇派出所的指导下，
积极开展日常巡逻、治安防范、矛盾调处
等工作。其间，该工作室成功调解矛盾
纠纷10多起，为群众做好事多起。

听闻工作室调解有方，秦某遂向刘
大华求助。在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
诉求后，刘大华带领工作室志愿者不顾
天气炎热，多次实地走访，找村干部、群
众代表座谈，以“需求最大方使用”为原
则，在镇驻村干部、村委会、群众代表的
参与下，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了重新划
分并签订了协议，这起折腾了两家 30
多年的恩怨得到了圆满解决。

矛盾不可怕，化解方法最关键。近
年来，上蔡县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模
式，组织乡镇、村修订符合村情并具有
约束力的村规民约，健全“四会”（红白
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
禁赌会）组织，引导各乡镇、村吸纳有威

望、热心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老
战士、老模范等担任“一约四会”成员，
同时以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和乡贤代表
为带动引领，参与矛盾纠纷化解、信访
问题解决、中心工作推动等，推动培育
文明乡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
会文明程度。

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乡风文明建设作为乡村振兴之“魂”，对
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在培育文明乡风的过程中，上蔡县
持续开展身边好人先进事迹巡回报告
会，着重宣讲“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
动模范”“中国好人”“十大孝子”的典型
事迹，让群众自觉形成积极向上、健康
文明的思想品格和生活方式。

11月 1日上午，上蔡县身边好人协
会第一届一次会员大会召开。一批批
榜样典型辈出，引领带动更多的群众在
弘扬新风正气的同时，鼓舞凝聚人心。
在协会成立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上蔡县
组织身边好人走进乡村和学校开展了
16场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受教育群众
近3000人。

11月 11日，上蔡县身边好人先进
事迹巡回报告会先后在黄埠镇第一初
级中学、无量寺乡吴宋村举行。宣讲员
用生动的语言、感人的细节、饱满的情
感，讲述自己亲身经历或发生在身边的
真实故事，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
心灵、催人奋进的精神盛宴。

11月 12日，上蔡县身边好人先进
事迹巡回报告会分别在杨屯乡李宣村、
五龙镇孟楼村举行。宣讲员结合各自
工作经历和切身感悟，分别讲述了“河
南省优秀调解员”“全国模范司法所”邵
店镇司法所所长张民，“河南好人”“河
南省劳动模范”、县好人协会会长李合
成，河南省“十大孝子”刘黑，河南省见
义勇为英雄刘大华等先进典型的感人
事迹，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榜样的力量、
深层次激发崇德向善的动能。

11月 19日，上蔡县身边好人先进
事迹宣讲团受到朱里镇坡杨村和东洪
镇河南村群众的欢迎。宣讲团成员通

过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好人
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用生动的
语言、鲜活的事例和饱满的情感讲述了

“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张全收、河
南省“十大孝子”刘黑、河南省见义勇为
英雄刘大华、“驻马店好人”王徵全等身
边好人的先进事迹，展现了他们助人为
乐、孝老爱亲、见义勇为、敬业奉献等优
秀品德，引导广大群众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价值导向和良好风尚。

11月 22日，上蔡县身边好人先进
事迹宣讲团走进蔡沟镇西马村和塔桥
镇黄庄村。宣讲员用质朴的语言、翔实
的事例和真挚的情感，声情并茂地讲述
了身边好人的一件件感人事迹，让现场
观众感受榜样就在身边。

在一场场宣讲活动中，上蔡县身边
好人先进事迹宣讲团下基层、进乡村，
以品德润人心，弘扬和谐之正气，为乡
村振兴注入“好人力量”、埋下“精神基
石”，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群众入脑入心、
主动学习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从而产
生“正能量 好民风”的良好社会效益。

文明风起阡陌间 和美乡村新风尚

在县级新闻媒体开设《法官、检察
官说法》《大家来评理》等专栏，创作《老
娘亲》《漆雕开》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
文艺作品送戏下乡，乡村小喇叭工程广
泛宣传乡风文明内容，开展多场法治教
育进基层活动，建立健全村民矛盾纠纷
排查网络并定期开展排查……从春夏
到秋冬，在广袤的田野大地上，上蔡县

“弘扬正能量 塑造好民风”活动犹如一
股股清新的春风，构建出具有时代特
征、地域特色和人文底蕴的和美乡村文
明新风尚。

“我们将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不断加强农村基层思想道德建
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进移风易俗，培育
文明乡风，以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务
实的行动，坚持不懈、锲而不舍推动乡
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深度
融合，让文明乡风、良好民风成为上蔡
县的一张亮丽名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强保障。”上蔡县
委主要负责人说。③2

12 月 3 日，记者走进驿城区沙河

店镇后刘庄村民程金东的食用菌种

植大棚，看到支架上一个个菌棒上，

一 朵 朵 褐 白 色 相 间 的 花 菇 争 先 冒

出。

“ 我 有 11 年 的 花 菇 种 植 经 验 ，

现 在 有 近 40 个 花 菇 大 棚。”程 金 东

告 诉 记 者 ，“ 花 菇 是 香 菇 的 一 种 ，

形 状 比 普 通 香 菇 更 好 看 ，吃 起 来

味 道 也 更 鲜 香 ，目 前 在 市 面 上 的

销 售 价 格 高 于 普 通 香 菇 ，且 销 路

稳定。”

近年来，沙河店镇花菇种植规

模不断扩大，为群众创造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⑥5

本报记者 高琳琳 摄

小花菇撑起“致富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