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古街
焕发活力

10月21日，赤壁羊楼洞明清古
街一家油纸伞店铺内，游客对蓝底
白花的油纸伞爱不释手。近年来，
赤壁市深挖万里茶道文化、砖茶文
化和非遗文化，对羊楼洞古镇进行
保护和开发，大力发展旅游，培育特
色民宿、美食、康养、农耕体验等新
业态，努力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
让旅游产业成为富民产业。

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但
唐静 摄

新闻追问
问民生

8月中旬，赤壁市赤壁镇小柏山村村
民黄腊珍随旅游团去庐山，玩得兴高采
烈。她这次旅游是获奖得来的。原来，她
在“行为银行”积分制试点中排名靠前。

今年，赤壁市小柏山村推行了“行为
银行”积分制，这一举措激发了乡村治理
的巨大活力。

记录乡村治理大账本

“积分制管理能让村里事务更规范
有序，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我曾经提过几条管理建议，村里都采纳
了。”黄腊珍说。

黄腊珍所说的“积分制”，就是将村干
部、村民付出的爱心，在专属APP平台上登
记为积分，经过核实，然后在全村进行公开
排名，对于表现突出的村干部、村民将根
据积分多少获得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2022年8月，赤壁市民政局委托赤
壁市曙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小柏山
村实施“行为银行”积分制试点项目——
为农户设立“行为银行”，针对自主性较
大事项，约定形成“行为银行”积分制奖
扣标准细则，从美德实践、环境卫生、团
结和谐、平安建设等方面逐一明确分值
设置，涉及140项加分内容、25项扣分内
容，定期评比表彰。

其中，志愿服务为加分事项，环境脏
乱差则为扣分事项。比如，到养老院、学
校等地做义工，每次加10分至20分；乱
倒垃圾，每次扣10分……

“村民搞好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积极

参与村庄事务管理、志愿活动，做好人好
事，遵守村规民约等行为，都可以获得相应
积分。”赤壁镇小柏山村党支部书记宋华
阶说，小柏山村将积分与集体经济分红、
评先授星相结合，对先进典型进行表彰。

此外，小柏山村结合实际实施乡村
治理积分制管理，将乡村建设、人居环境
提升、志愿服务等纳入加分事项，将违法
犯罪、环境脏乱差等设为减分事项，年底
进行积分评比，采取城乡医疗保险补助、
生活物资发放、奖状颁发等方式进行奖
励，充分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主动性。

如今，村民通过晒积分、出实招、见
实效，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
理工作新格局。

提高村民参与内动力

小柏山村，村域面积15.8平方公里，
划分为10个网格。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

“软弱涣散村”，各种矛盾纠纷较多。
2021年11月，宋华阶在换届中当选

村党支部书记，决定改变这一局面。“很
多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怎么解决？
我们考虑引入企业管理办法，用积分制
来做引导。”

小柏山村从村民入手，将积分制管
理引入到社会治理体系中，通过积分对村
民的“先进程度”进行量化，并落实相应
的激励措施，鼓励村民主动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解决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硬茬”。

“村民通过学习了解政策，主动整治

房前屋后不规范、不整洁、乱堆乱放的现
象，不等不靠，优化环境。”宋华阶说，村
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持续升温，将基
层治理由“村里事”变成“家家事”，掀起
互学互比互促的浓厚氛围。

自开展积分制管理工作以来，小柏
山村开展村级事务管理、卫生大扫除、秸
秆焚烧宣传、防溺水巡查、安全隐患排查
等活动。积分制管理的实施，有效引导
更多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以及村庄建
设，逐步形成良好风气。

“今天，我们村召开村民大会，准时
参加会议的，在积分里加5分，迟到、早退
的扣3分，不参加的就没有分，最后将分
数统一录入积分平台，每月25日在‘红黑
积分榜’上进行公示。”村民张晓梅说，实
行积分制管理，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
由“袖手旁观”变为“主动作为”。

激发乡村文明新风尚

“垃圾不乱丢，环境更美丽；办事不
攀比，实惠又节俭……”朗朗上口的村规
民约既让村民知道该干什么、怎么干，又
能在村内营造勤俭节约的文明风尚，帮
助村民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村道上，几位大爷大妈正在有说有笑地
打扫卫生，他们分工明确，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正是农闲的时候，我们在家闲
着也是闲着，我们清扫路面卫生，不仅能
让居住环境更加干净，还能积攒积分，大
家都很乐意参与。”

“积分制管理管住了大操大办、高价

彩礼。”宋华阶说，“现在村里已经没有乱
办酒席的现象，这样也减轻了村民的经
济负担。”

在“行为银行”积分制激励下，好人
好事遍地开花。现在走进小柏山村，每
一条道路都干干净净，各家门口都清清
爽爽，村民们互帮互助，志愿服务蔚然成
风，乡村焕发出文明新气象。

赤壁市曙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部长
江益平说，村里每季度召开一场美好环
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行为银行”积分

“快乐会议”活动，通过抽取幸运奖、名次
奖、旅游奖、物质奖和名誉奖等五项奖
励，对村民“正能量”行为进行确认、肯
定、强化、褒奖，从精神和物质层面对优
秀村民进行表彰鼓励，确保村民“做了好
事不白做，吃了小亏不白吃”。

现如今，小柏山村村民主动参与和
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志愿者多了，
村民们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明显增
强，村民的行为有镜子可照、有尺子可
量、有标杆可比，原先无形的“村规民约”
因为积分制管理被赋予了看得见、摸得
着的内生价值，不少过去“袖手看”的旁
观者，现在成为“动手干”的参与者。

赤壁市小柏山村

小积分激发乡村治理大活力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吕志海

4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王恬

电话：0715－8128771咸宁网事2023年11月10日 星期五

E-mail:693460350＠qq.com

百姓话题

11月7日，天朗气清，咸安区官埠桥镇
雨坛垴村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碧绿的湖
水畔，一排排崭新的围栏拔地而起。

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新围栏围住的
不仅是人居环境的安全感，更是共同缔造
的幸福感。

上半年，组长周学桥带领着群众对门
口塘周边环境卫生进行整治。“这口当家
塘已经存在好多年了，是我们湾子赖以生
存的取水之地。过去，周围道路泥泞，又
无围栏，大人在旁边走路也得加倍小心，
更何况湾子里的一些小孩子还常在湖边
玩耍，不仅让家长揪心，更让群众闹心。”
周学桥说。

“当家塘”即村民家门口的池塘，用
于群众洗衣洗菜、牲畜饮水、浇田灌溉、
调蓄雨水等。近年来，随着自来水入户，

“当家塘”的作用渐渐式微，仅剩下雨水
季节蓄水等作用。雨坛垴村十五组这个
当家塘，由于长期没有清淤，导致水塘失
去了“当家”的作用，影响了村民的生活
和生产。

此前，雨坛垴村计划在当家塘修建一
个围栏，但由于周边有几间破损的房屋未
拆除，部分树木未移栽，这项工程一直搁
置至今，迟迟未启动。

“今年镇上推行共同缔造试点工作
后，雨坛垴村大屋周被选为了共同缔造示

范点，在深入学习了共同缔造理念之后，
我们认为要建成这个围栏还是得从群众
的观念入手。”雨坛垴村相关负责人陈艳
焰说，通过入户走访、村湾夜话、村民大会
等多种形式，详细了解了每一户村民的需
求，经逐步协商达成了共识。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很
快，在村民们的热情配合下，多年的老房
子得到了拆除，许多村民还自发清理起塘
边的杂树杂草，平整了周边的土地，为共
同缔造点的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出自己的
一份力量。

“如今，这口塘的旁边已初步建成一
个村民广场，对岸将种上成片的脐橙树

苗，两旁房屋的立面改造也在进行中。正
因为村民们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才会打心
底里认同我们共同缔造的理念，大家的积
极性得到了提高，满足感、幸福感不断增
强。”雨坛垴村支书陈艳焰说。

如今，农村一口口当家塘成了村头
“风景塘”、村庄“消防塘”、群众“致富塘”和
旱涝保收“丰收塘”，同时“当家塘”已成为官
埠桥镇美丽乡村的一块金字招牌，既美化了
乡村环境，又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

修好当家塘 收获幸福感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张练

11月7日，在咸安区希望桥社区的
大街上、小区里，总能见到穿着香城代办
红马甲的工作人员在忙碌着，她们是在宣
传推广咸安“咸安微家园”小程序。

“咸安微家园”是咸安区运用大数据
探索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它大幅优化了社区工
作流程，提升了居民服务体验，增强了居
民获得感。

网格员张茹钰看到辖区有居民买菜
经过，连忙追了上去。“刘姐，买菜呀，你手
机有没有注册微家园呀？”张茹钰马上见
缝插针地进入了角色。

她向居民讲解了“咸安微家园”的使

用方法和主要用途，手把手教他们如何通
过“咸安微家园”小程序获取缴纳医保、社
保、年审、水电燃气费等信息，在手机
APP上直接办理相关事项；在小程序上
开通了便民服务窗口，公布商家信息，让
社区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商家的上
门服务。

“今天学习了使用‘咸安微家园’小程
序，不仅方便了自己，还能帮助邻里通过
手机办理年审、交水费电费等等，真是太
便利了！”居民刘女士感慨地说。

对于这款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的
便民服务平台系统，有些居民由于对其不
甚了解，也有抵触情绪，认为手机上的

APP多了，导致手机使用卡慢，防骗防诈
意识强的居民则担心个人信息泄露，还有
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家不会操作智能手机
小程序。

针对各种困难，社区工作人员并没有
打退堂鼓，而是抱着唯有“多动嘴、迈开
腿”转作风、扑下身子干实事，深入居民中
做好解释和手把手引导使用才是最好的

“死”办法。网格员们发扬“白+黑”，白天
进门面商铺，晚上爬楼入户当面操作，“零
距离”地当好“宣传员”和“服务员”。

大地小区的刘阿姨在使用“咸安微家
园”小程序后，高兴地说：“真的很实用，能
缴纳医保、社保、水电燃气费，还可以给家

中退休老人资格认证，可以实时查看社区
发布的政策通知和社区活动，多了解社区
的动态，以后办事少跑路，方便多了”。

大楚城小区业主陈女士在手机上预
约办事，网格员通过预约办事回复居民所
需要的相关资料和办理程序，陈女士第二
天上午就来社区高效、便捷地办好了计划
生育服务证的相关手续，不会因为缺少资
料或者不了解政策导致办不成事，进而增
加居民的负担。

据介绍，2023年第三季度“咸安微家
园”小程序的注册人数已从原来的不到
4000人提升到注册用户6400多人，共为
辖区居民代办各类事务32件。

心有“微家园” 无处不“智慧”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王波

上门激活医保卡
暖心服务送到家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马赟

10月31日，咸安区万年路社区带上激活电子医保卡
的机器，入户帮助老人激活电子医保卡，让居民足不出户也
能享受贴心的服务。

“爷爷，请您看向摄像头……可以了，请您收好您的身
份证。”入户时，网格员耐心地帮助老人操作。“电子医保卡
的办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实体卡携带不便、挂失补办困难
等问题，去购买药品或者去医院的时候，用自己的身份证就
可以解决了。”办理过程中，志愿者还向办理者普及了电子
医保卡的益处。

万年路社区结合辖区老年人出行不便的现状，通过开
展上门服务减少了居民办事跑腿次数与等待时间，主动为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进行城乡养老保险人脸认证和电子医保
卡激活上门服务，将认证和激活工作由“群众来办理”变成

“上门为您办”，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此活动旨在提高居民对电子医保卡的使用率，

充分发挥电子医保卡便民、利民、惠民的作用，方便群众买
药就医结算，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电子医保卡带来的便利，真
正实现“一码在手，就医无忧”。

万年路社区将持续加大激活电子医保卡的宣传力度，
多渠道推进电子医保卡激活申领工作，力争尽快实现电子
医保卡激活全覆盖，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享受电子医保卡带
来的方便快捷，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社区收集微心愿
圆桌座谈心连心

本报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程一君

11月3日，金叶社区活动室内热闹非凡，咸宁市残疾人
联合会和社区共同组织开展了“共享一片蓝天，扶残助残微
心愿收集”座谈会。座谈活动共有28名残障人士参会，社
区共收集到微心愿21条。

现场，二十多张桌子拼成一个圆，全体人员共同学习了
张海迪和崇阳人刘细谷的感人事迹，心理学会工作人员指
导残疾人进行测评答题，从答题后的评定中获悉残疾人的
心理情况。

金叶社区地处城乡接合部，辖区内有两处公租房，持证
残障人士有90余人。社区除了给大家提供政策层面的待
遇外（残障人士两补或是低保、平时的慰问走访），还通过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给残障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帮助。

收集微心愿环节中，家住廉租房的小静表示想要2双球
鞋、一副羽毛球拍；小陆想要社区资助家里一些降压药、感冒
药；小平呼吁残疾人能团结在一起，平日里互相交流、互相帮
助；还有三名残障人士想要社区提供平台，解决就业问题。

此次活动，旨在从社区出发、从实际出发，从身边做起、
从小事做起，收集残障人士诉求，解决残障人士家庭困难问
题，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残助残的
传统美德，给残障人士更多关爱和帮扶。

此前，咸宁残联结合社区工作，多次组织残障人士及家
属开展观影活动，后续还会开展观画展、萝卜小镇游玩、到
图书馆集体阅读等活动，让残障人士能够勇于走出家门，能
够享受到社会发展的美好成果，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镜鉴自醒守初心
红色基地受教育

本报记者 黄柱

近日，赤壁市总工会开展以“镜鉴自醒守初心”为主题
的清廉文化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前往金峰红
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
想防线。

警示教育基地以红色革命教育和廉政文化教育为主，
通过模型、沙盘、展板、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进行展示。讲
解员依次带领全体人员参观，了解英雄先烈的事迹，给大家
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直观的红色廉政课。

近年来，赤壁总工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
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加强新时代廉
洁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市委、市政府要求，充分运用、整合各
种资源、平台、载体，以廉政舞台剧、主题演讲比赛、配乐诗
朗诵等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积极推进廉洁文化
建设融入日常工作，廉洁文化建设成果丰硕。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参观学习为契机，牢记初心使
命，不断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筑牢廉政思想防线，将参观学
习的成果转化为作风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的强大动力，以
清廉之风持续推进工会工作开展。

社区学堂乐趣多
手工创作受青睐

本报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陈敏

近日，一场妙趣横生的亲子主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走进咸安区浮山街道长安社区水榭花都小区“长安学堂”，
10余名小朋友在志愿者的指导和家长的陪伴下，学习绘画
各类水果，从中锻炼手眼协调能力，体验亲子创作的乐趣。

据了解，今年5月份以来，浮山街道长安社区充分链接
辖区资源，联合咸安区实验学校打造家门口的“长安学堂”，
结合辖区学生需求，每周六上午在水榭花都小区开设声乐、
手工、体育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旨在关爱辖区儿童，助
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起初，我们以辖区中小学教师资源为主，但随着活动
的开展，得到许多家长的认可后，有些家长主动向社区报名
当志愿老师，增设了插花课堂、羽毛球课堂、健身体操课堂
等等。”长安社区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已开设18期“长安
学堂”，180名学生参与其中。

为保障“长安学堂”常态化开展，长安社区组织咸安区
实验学校、志愿者、辖区学生家长代表共同协商，推出“红色
存折”积分兑换机制，实现从单向输出变成“双向奔赴”。


