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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错落有致，村道平坦干净。
几位老人正在树荫下的花丛中边聊天
边剔除杂草。

“从‘毁绿种菜’到‘百花满园’，村
民的转变不容易。”看到眼前一幕，村
干部镇波感叹。

小泉村五组又名大路镇新村，2010
年，因高铁咸宁北站和大洲湖湿地公园
开发建设快速推进，退耕退养的村民“洗
脚上岸”，整体搬进了大路镇新村的新楼
房，成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新城市人。

搬入新的还建点后，大部分村民
长期养成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短时
间内难以改变，乱占乱建、毁绿种菜现

象屡禁不止。
是什么让村民态度发生了180度

的转变？
村干部镇波亮出了厚厚一沓粉红

色纸券——由村湾治理理事会制作发
行的积分券。

在大路镇新村，每户村民有了电
子积分存折，村民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能积分、公益事业“好”能积分、环
境卫生“优”能积分、遵纪守法“佳”能
积分，村民参军或考上大学还会有额
外积分奖励。

村“两委”每月定期对积分进行公
布，对先进个人、家庭、团队进行上墙

公示，颁发荣誉证书；村民也可凭积分
券到村里的爱心超市兑换粮油食品、
生活用品等商品。

“现在大路镇新村村容整洁、空气清
新，有醉人的鸟语花香，还有健康的文明
新风，有富民的特色产业，还有满满的幸
福感、获得感，而且乡愁依旧在。”大路镇
新村最美乡贤、军转干部樊启林说，“这
些都是我选择回乡养老的原因。”

创建让城乡更文明，文明让生活
更美好。如今，在常态化的文明创建
带动下，官埠桥镇村容美、民风淳、文
化兴，村民风貌积极向上，乡村振兴的
步伐越发坚定有力。

咸安区官埠桥镇

文明润沃土 风和气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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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
文明。

近年来，咸安区官埠桥镇紧紧
围绕“扮绿城乡，建美家园”的文明
创建思路，整合各方资源，推进城乡
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城乡“外在
颜值”和“内在气质”实现双提升，百
姓生活幸福指数持续加码。

“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
靠风刮。”这是旧时乡村集镇留给
很多人的印象。近日，记者走进
咸安区张公集镇，眼前豁然一亮。

主镇区“三横两纵”的街路布
局已经形成，路网全面硬化、亮化、
绿化，道路房屋全部立面改造。走
在集镇主干道上，没有垃圾成堆的
卫生死角，不见污泥浊水和空中

“蛛网”，一切都井然有序。
“这几年，镇里借文明村镇

创建提升工程和共同缔造的东
风，不断完善全镇基础设施，社
区环境和居民精神面貌都有明
显提升。”张公社区支部书记陈
铁军介绍，镇政府近年来依靠项
目帮扶及自身投入 2000 余万
元，用于集镇道路提档升级、集
镇市政和管线管网综合改造、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提升等基础
设施建设；还广泛发动群众，按
照群众出一半、政府奖补一半的
方式，筹措资金建设停车位800
个，公益宣传点位117个，修建
公交站点6个，设置分类垃圾亭
9处，投放分类垃圾桶45处。

文明创建贵在便民利民。
镇政府还听取民意，在廉政广场
前的草坪安装不锈钢晾衣杆；多
渠道筹措改造资金，将广场旁的
臭水塘改造成观景塘。

人居环境好起来、文化生活
好起来，居民的精神面貌、文明
程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居民不再乱扔乱倒垃
圾，自觉把自家门口打扫得干干
净净。每到傍晚时分，到小游园
观光休闲、徒步健身的居民络绎
不绝，广场上跳舞的乐声此起彼
伏，街上充满烟火气的烧烤夜市
吸引了一拨又一拨来自城里的
客人，张公集镇居民的“文明指
数”和“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整空荒”“拆破旧”“立统面”“建
产业”，官埠村大路叶的文化礼堂外墙
上，四个高悬的手绘竹匾引人注目。

4月26日，村里的拐角处，一台挖
掘机来回作业，随着机器声响，一座腾
空的危旧房轰然倒下。

“我们准备把这个废弃的一角建
成村里的休闲区，安装健身器材，让村
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进行体育锻炼。”73
岁的老组长、村湾建设监督理事会的
副理事长叶宏光向记者展示了一张账
单：“每个村民捐款、捐物 ，出大工、做
小工，我都有记账。”

在大路叶，除了村湾建设监督理
事会以外，还有乡贤理事会、乡村振兴
理事会、乡村建设理事会、村湾红白理
事会等共11个理事会。这些理事会
吸纳老党员、乡贤、退役军人、村民代
表为成员，为村湾治理和发展献计献
策，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事大家判、
事事有人管”的可喜局面。

“过去，大路叶村民结婚，车队、酒
席、乐队一个都不能少，繁重的人情往
来给村民造成了沉重负担。”官埠村副
支书度家华介绍，“是红白理事会刹住
了这股歪风。”

村湾红白理事会立足于村情实
际，修改完善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
程，提倡“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
办、杜绝大操大办”“结婚、满月、乔迁、
升学、参军等随礼不超过200元”的文
明理念。

同时，村里为文化礼堂配备了桌
椅、音响等硬件设施，免费提供给村民
使用。现在，村民都自觉按照统一的
规模和标准，集中在文化礼堂办酒，不
仅有“面子”，也省去了额外的开销。

文明风尚融入日常、化作经常，新
风正气在大路叶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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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路镇新村：推行文明积分“兑”出乡村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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